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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一 .CCUS 示范项目进展

2度目标下的全球



全球CCUS示范项目规模

●65个商业CCUS 设施；34个试点和示范项目；8个CCUS 

技术测试中心

●每年可永久封存约4000万吨CO₂

全球CCUS 示范项目情况

(Source:GCCSI,2021)

开发早期   ● 高级开发阶段     在建        运行中

· 2020年新增17个项目，12个来自美国 
· 凸显政策引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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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CCUS 示范项目概况

截至2020年，35个CCUS示范项目，商业设施仅6个

● 捕集：煤化工、化肥生产、电力和水泥生产等行业

● 利用：地质利用、矿化利用和化工利用

● 封存：以咸水层封存为主

古林油田长的天然气厂 
20万电年

大庆清田|钟深九天然气净化厂 
20万吃年

教华石油 中石油克控玛做石化

公司甲器厂

10万电库

华 能 连 云 清 洁 厚 动 力

系慎研究设 
3万吨库

国常能岸田 (神华 ) 1基尔多断制油分公司  
10万吨/年

基长石油|描林藻发化学公司气化厂 
6万电年

长庆油田I宁页席大气体开发料度有用公司 
6~10万吨年

中原油国( 心 连 心 化 工

36万电岸

胜利油国 胜利电广

4万电部

华车油田江苏华扬消有阳 

贵任公司 二氧化融r

1 0 万 电 / 年

2万吨年

累计捕集量

>100万电 

(2丽

华能 上海石口电r
12万电年

海螺团 | 芜自马山水泥厂 
5万吨库

华中书性大学135Mw 密

氧燃绕示道 
10万电年

华能 重庆双槐电厂

1万吨库

华词电力海本    河 试 平

华能北享离店电厂  
. 3 万 吨 年

国电)天津北增热电厂

2万吨年

华能|天津10ce 
10万吃年

捕集类型

● 燃烧前 

●地

● 密氧燃烧

大庆泊田 EOR

20万吨年

林泊田 EOR

30万吨年

核华团 |EUL

NA

国家能潭集团(神华)IDSF _ 
10万吨库

长庆泊田 EOR

5-10万吨/年

运长 EOR  
5万吨/年

中 联 峰IECBM   (模林)- 
0. 1万吨年

中 联 爆IECBM   ( 抽 庄 )

0.1万电年

● 驱 油

● 驱爆层气      累计封存量

● 威 水 层 时 存       > 1 0 0 万 吨

● 地没采镇             ② 万 吨

泊

10万吨年

华东泊气田  EOR

万吨年

胜利泊田   OR

电

2万吨年



我国主要CO₂ 捕集项目分布               我国主要CO₂捕集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分布

(Source:蔡博峰等，2020)



规模化发展需要大量投资支持

●成本高、链条长、周期长、风险大，必须有大量的投资(国 
家、企业)支持其规模化发展

●各国政府和行业在2020年承诺，提供超过45亿美元的资金 
建 设CCUS项 目

◆美国： 2020财年，国会拨款2.178亿美元用于CCUS 技术研发

◆ 欧盟：2020年投入100亿欧元的创新基金支持CCS 项目建设和运行

◆ 英国：未来十年，提供8亿英镑资金，支持建设至少2个CCUS 集群

◆ 澳大利亚：设立5000万澳元的CCUS 发展基金

◆ 印度：承诺斥资100万欧元，为参与CCS 技术计划的企业提供支持

◆ 中国：CCS 融资一直是热点。2020年7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2020年版)》,CCS 被首次纳入其中



未来需要继续加大CCUS 投资力度
●2030年之后CCUS 推广，意味着现在就要开始基础设施建设。 

IEA预 计 ，每年用于二氧化碳管道和氢能基础设施的投资额， 

将从目前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约400亿美元左右

●据IRENA 测算，1.5度情景下，全球2021-2050年总投资要 
增加30%,达到131万亿美元； 碳移除技术的年均投资需求 
约为780亿美元

净零路径上的清洁能源投资 能源效率(Energyeficiency)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s)

■电气化基础设施(Electification and intastructure)

■改革创新(Innovation)

其它(破移除和循环经济，Carbon removals and dirculareconomy)

■化石燃料和核能(Fossilfuelandnudlear)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

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

请访问：

■最终用途

■能源基础设施 

■发电

■低排放燃料

(IE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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