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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从两桶油 ESG 报告看碳中和 
 

我们根据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2020 年度 ESG 报告梳理了，两大公司在碳
减排碳中和背景下的发展思路。 

总体目标方面，两家公司 2050 年实现“近零”排放时间表是一致的。在碳
中和时间表上，中国石油力争 2025 年实现“碳达峰”，比中石化提出的早
于国家实现碳达峰即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更为积极。 

中石化提出的“油、气、氢、电、非”来看，中国石油提出的五大能源平台
“油、气、热、电、氢”。对比二者立足点仍然放在油气上、尤其是大力发
展天然气上，是一致的。中石油在天然气上游业务的优势更明显。中国石化
结合自身炼化副产氢能力，在战略上体现出对氢能重视程度更高。另外，中
石化对“非”能源业务的布局源自于其加油站网络体系和便利店布局的优势。
而中国石油对于“地热”资源的强调，也是源自于其在油田地热资源方面的
优势。 

风险提示：天然气需求见顶早于预期的风险；两家公司氢气供给局限于公司
内部，以及灰氢、蓝氢未来应用受限的风险；CCUS 成本无法下降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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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桶油碳减排碳中和背景下发展思路总结 

总体目标方面，两家公司 2050 年实现“近零”排放时间表是一致的。在碳中和时间表上，
中国石油力争 2025 年实现“碳达峰”，比中石化提出的早于国家实现碳达峰即在 2030 年
之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更为积极。 

中石化提出的“油、气、氢、电、非”来看，中国石油提出的五大能源平台“油、气、热、
电、氢”。对比二者立足点仍然放在油气上、尤其是大力发展天然气上，是一致的。中石
油在天然气上游业务的优势更明显。中国石化结合自身炼化副产氢能力，在战略上体现出
对氢能重视程度更高。另外，中石化对“非”能源业务的布局源自于其加油站网络体系和
便利店布局的优势。而中国石油对于“地热”资源的强调，也是源自于其在油田地热资源
方面的优势。 

中国石油应该立足的核心优势资产是天然气。公司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比例达
到 70.3%。公司天然气在公司国内油气产量中的比重达到 47.2%，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天
然气是公司战略性、成长性和价值性业务，也是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的桥梁。按照主
流机构预测，2040 年之前中国天然气需求都将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石化在氢能领域的天然优势是其长期转型抓手。因为其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的炼厂体量，
以及最大的氢气生产能力。公司目前拥有制氢能力约350万吨/年，占全国产能的14%以上。
同时中石化的加油站网络也在未来发展氢能源领域是先天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石
化生产的氢气仍然是灰氢或蓝氢为主，且绝大部分仍为炼厂内部加氢消耗，能够实现外供
量少。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应用更多的风电或者光伏发电制氢，且兼顾经济效
益，是公司在远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2. 中国石化 

当前碳排放水平：2020 年，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70.94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直
接排放 128.6 百万吨，间接排放 42.4 百万吨。分板块来看，炼化板块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
占公司总排放量的 84%。 

表 1：中国石化碳排放情况 

指标 2018 2019 2020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171.52 170.69 170.94 

直接排放量 128.57 125.68 128.58 

简介排放量 42.95 45.01 42.36 

油气勘探开发板块 31.26 23.18 24.42 

炼油与化工板块 137.65 144.93 144.32 

销售板块 2.61 2.58 2.2 

二氧化碳捕集量（千吨） 1010 1263 1290 

甲烷回收量（百万立方米） 226 397 6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1）纲领层面，中国石化 2020 年 11 月启动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研究；2021 年 1 月签
署《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2021 年 3 月提出具体目标“确保在国家
碳达峰目标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力争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公司提出近期目标：以 2018 年为基准年，到 2023 年捕集二氧化碳 50 万吨/年，实现减排
二氧化碳 1260 万吨，回收利用甲烷 2 亿立方米。 

2）示范项目方面，2020 年，公司在燕山石化、金陵石化、 济南炼化和长岭炼化等企业组
织开展了“近零”排放试点。 

3）能源生产领域，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务，重点布局氢能产业链。有序推进光伏发电、生
物质燃料等新能源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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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转型梯队来看，近景规划发展天然气最为现实，经济性上也有可靠保障。在推动实
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天然气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公司 2020 年
生产天然气 10723 亿立方英尺，同比+2.3%；2021 年计划天然气生产 12034 亿立方英尺，
同比+12%。 

公司把氢能作为能源转型的主要远景方向，因为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天然在氢能领域有着 

丰富的产业经验和竞争优势。公司将充分利用产业、技术和网络优势，以自主创新、合作
研发、战略投资等方式打造涵盖氢能生产、氢能移动、氢能科技、氢能投资在内的氢能一
体化协同运营模式，构建自有的氢能生产、提纯、运输和销售全流程产业链。公司目前拥
有制氢能力约 350 万吨/年，占全国产能的 14%以上，在燕山石化、广州石化、高桥石化分
别建成高纯氢提纯装置 3 套，合计能力 9,000 千克/天，向市场供应纯度为 99.999%的高品
质氢气产品。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全球第二大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共计 3 万多座
加油站，在氢能产业链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累计已在广东、上海、 浙江、河南等地
区建成并投用油氢合建站 10 座。2020 年，公司率先参与了张家口市氢能保障供应体系一
期工程建设，已在当地成功建成了 3 座加氢站。 

图 1：中国石化天然气产量（亿方）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4）终端领域，加快布局加氢站、充换电站等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积极拓展新业务、
新产品。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在全国建设充换电站 281 个，充电桩 984 个。 

5）化工材料方面，加强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力度。 公司自主开发了制备 PBAT 和 PBST 技术，
并于 2020 年 10 月成功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 PBSA 工业化生产，在可降解材料领域形成了
“花开三朵” 的新局面。 

6）碳捕集碳回收领域，公司拥有全产业链 CCUS 技术，已经开始工业化应用推广，未来 在
满足自身降碳需求的同时，还可在行业中提供相关商业服务。 

二氧化碳驱油是石油勘探生产中成熟的三采手段，通过将二氧化碳注入油层中，在提高原
油采收率的同时，解决二氧化碳的封存问题。2020 年，公司旗下的炼化企业共捕集二氧化
碳 129 万吨，累计捕集二氧化碳 500 万吨。2020 年，油田企业共完成二氧化碳驱油注入
29.8 万吨，累计注入地下 396.8 万吨用于驱油。 

7）参与碳交易方面，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共有 14 家企业 参与碳交易试点，试点企业均
逐年制订合理的履约方案和交易计划，积极利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扣配额政
策，降低履约成本，按时完成年度碳配额履约工作。 

8）绿色碳汇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国土绿化行动，将绿化管理与绿色企业创建有机融合，
提升企业绿化覆盖率。鼓励员工参与全民义务植树，共同促进森林蓄积量提升。2020 年完
成义务植物 170.3 万株，同比+24.3 万株，估算固碳量 1.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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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石化能源转型路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司 ESG 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3. 中国石油 

当前碳排放水平：2020 年，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67.4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直接排放
量 127.6 百万吨；间接排放量 39.9 百万吨。公司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 2019 年下降
3.81%。 

1）纲领层面，中国石油力争 2025 年实现“碳达峰”（比中石化提出的早于国家实现碳达
峰即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更为积极）；2035 年力争外公绿色零碳能源超过自
身消耗的化石能源；2050 年力争实现“近零”排放。 

2）能源生产方面，公司立足于大力发展天然气。天然气是公司战略性、成长性和价值性
业务，也是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的桥梁。2020 年，公司天然气产量 1195.2 亿立方米，
其中国内 1130.9 亿方，同比增长 9.9%；加大引进海外管道天然气、LNG，公司国内天然气
销售量 1725.9 亿方。公司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比例达到 70.3%，天然气在公司
国内油气产量中的比重达到 47.2%。 

此外，公司也在推进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拓展。光伏装机容量 31.5 兆瓦，2020

年光伏发电 3000 万千瓦时。 

3）终端网络方面，成立上海中油申能氢能科技公司，筹建上海临港新片区首座油氢合建
站。在首都机场、北京-张家口高速沿线、冬奥氢燃料车泊车点布局建设加氢站。 

4）碳捕集谈回收方面，CCUS 关键技术攻关试验与应用示范取得新进展，支撑吉林 CCUS

工业试验、长庆、新疆示范工程建设与实施。吉林油田二氧化碳驱油示范工程累计封存二
氧化碳 190 余万吨。完成新疆准噶尔盆地 CCUS 产业促进中心研究，CCUS 能力为 100 万
吨/年的一期方案设计通过专家论证，二期能力将达到 300 万吨/年，具备 1000 万吨/年的
潜力。 

5）碳交易方面，2020 年，公司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全部完成履约。 

2021年 2030年之前 2050年

公司提出碳达峰、碳
中和时间表 公司实现碳达峰 公司实现碳中和

能源生产

•天然气

天然气是公司目前最
重要的产品；是碳排
放强度低的化石能源，
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
发挥关键的作用。

•氢能

发展氢能是实现全
球能源结构向清洁化、
低碳化转型的关键路
径之一。公司在氢能
领域有着丰富的产业
经验和竞争优势，把
氢能作为公司新能源
业务的主要方向。

•风电光伏、生物质

公司积极推进生物
燃料发展，加大生物
质能源的生产、推广
及供应。

终端领域

• 电动车终端

在充换电站方面，公
司已在全国建设充换
电站 281 个，充电
桩 984 个。

•氢能终端

累计已在广东、上海、
浙江、河南等地区建
成并投用油氢合建站
10座。2020年，公
司率先参与了张家口
市氢能保障供应体系
一期工程建设，已在
当地成功建成了3座
加氢站。

化工材料

• 为了帮助解决“白色
污染”问题，公司积
极布局，成为首家加
入终止塑料废弃物联
盟（AEPW）的中国
企业，并不断加强可
降解材料的研发力度。

• 成功实现生物可降
解塑料PBSA工业化
生产，在可降解材料
领域形成了“花开三
朵”的新局面。

碳捕集和回收

• 公司拥有全产业链
CCUS技术，已经开
始工业化应用推广，
未来 在满足自身降
碳需求的同时，还可
在行业中提供相关商
业服务。

• 公司旗下的炼化企业
共捕集二氧化碳129
万吨，累计捕集二氧
化碳500万吨。

• 油田企业共完成二
氧化碳驱油注入29.8
万吨，累计注入地下
396.8万吨用于驱油。

碳交易与绿色碳汇

•碳交易

公司共有14家企业
参与碳交易试点。按
时完成年度碳配额履
约工作。

•绿色碳汇

2020年完成义务植
物170.3万株，同比
+24.3万株，估算固
碳量1.7万吨。

2060年

国家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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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碳汇方面，2020 年全年累计植树 281.1 万株。2020 年 11 月，中国石油在大庆马鞍山
建成首个碳中和林。 

图 3：中国天然气消费量预测（单位：亿方）  图 4：中国石油天然气产量（亿方）及结构 

 

 

 

资料来源：IEA，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5：中国石油能源转型路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 2020 年 ESG 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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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

•天然气

公司立足于大力发展天然
气。天然气是公司战略性、
成长性和价值性业务，也
是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
渡的桥梁。2020年，公司
天然气产量占全国天然气
总产量比例达到70.3%，天
然气在公司国内油气产量
中的比重达到47.2%。

•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

公司将推进在地热、太阳
能等可再生领域的发展。
光伏装机容量31.5兆瓦，
2020年光伏发电3000万千
瓦时。

终端领域

• 氢能终端

成立上海中油申能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在首都机场、
北京-张家口高速沿线、
2022冬奥氢燃料车泊车点
布局建设加氢站

碳捕集碳回收

• CCUS关键技术攻关试验
与应用示范取得新进展，
支撑吉林 CCUS工业试验、
长庆、新疆示范工程建设
与实施。

• 吉林油田二氧化碳驱油示
范工程累计封存二氧化碳
190余万吨。

• 完成新疆准噶尔盆地
CCUS产业促进中心研究，
CCUS 能力为100万吨/年
的一期方案设计通过专家
论证，二期能力将达到
300万吨/年，具备1000万
吨/年的潜力。

碳交易和绿色碳汇

•碳交易

2020年，公司纳入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全
部完成履约。

•绿色碳汇

在大庆马鞍山建成首个碳
中和林。2020年全年累计
植树281.1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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