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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全球 CO2排放量约为 360.7 亿 t,仅 2.3 亿 t CO2被捕获并利用,占比仅为 0.64%。 为

了实现 2060 年的碳中和目标,CO2 排放量需降至 50 亿 t,CO2 利用总量需达到 12 亿 t,其利用占

比将增至 24%,提高 CO2 利用水平迫在眉睫。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已经成为减少

CO2排放、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最具潜力的技术选择之一,通过不同的技术路径将捕集的 CO2转化

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一直是学术界和工程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但不同的转化技术对于

CO2减排的潜在贡献仍存在不确定性。 对近年来 CO2转化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聚
焦于 3 种具有代表性的 CO2转化路径和产品,并结合工业应用案例,对不同技术路径和不同产品

的环境影响和技术经济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CO2的碳酸化、利用 CO2生产聚合物产品等路径具有

较高的碳负排放潜力,对于减少总体 CO2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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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4183(2024)03-0013-10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CO2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YANG Gang1, 2, 3, WANG Chenxi1, 2, 3, LUO Chunlin1, 2, 3, GUO Zeyu1, 2, 3,
LIU Min1, 2, 3, ZHANG Honglei1, 2, 3, XU Mengxia1, 2, 3, WU Tao1, 2, 3, ∗

(1.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China;
2. New Material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China;

3. Ningbo Nottingham New Materials Institute Co., Ltd., Ningbo 315048, China)
Abstract: In 2022, global CO2 emissions reached 36.07 Gt, but only 230 Mt of CO2 were captured and
utilized, accounting for just 0.64% of the total emissions. To achieve the ambitious goal of carbon neu-
trality by 2060, CO2 emissions must be reduced to 5 Gt, with CO2 utilization reaching a total of 1.2 Gt,
representing a utilization rate of 24%. This highlights the urgent need to enhance CO2 utilization.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solutions for mitigating CO2 emissions in addressing the urgent global challenges posed by climate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tured CO2 into value-added industrial products (CCU) through vari-
ous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processes has been a core focus of both academic and in-
dustrial research. Despite the focus on CCU, the precis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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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ducing CO2 emissions remains unclear.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al landscape of CO2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over recent decad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ree representative CO2 conversion pathways and their resulting produc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
nalysis, the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technical eco-
nomics associated with distinct technology pathways and products. The discussion further explor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capacity to achieve negative carbon e-
missions. Crucially,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substantial potential for achieving negative carbon emis-
sions, thereby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the overall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CO2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crucial role of carbonation and polymerization products in achieving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carbon e-
missions.
Keywords: CCUS; CO2 utilization technology; Life cycle assessment; Carbon negative emission

0　 引　 　 言

近年来,大气中 CO2浓度已经从工业革命时

期的 550 mg / m3 上升到 815 mg / m3,预计到本世纪

末将达到 1 120 mg / m3 [1]。 CO2作为温室效应的最

大贡献者[2],最新数据显示其全球变暖贡献值为

76%[3]。 CO2大量排放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和气候

问题,为应对 CO2等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各国先后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1992) [4]、《京都议定书》 (1997) [5] 以及《巴
黎协定》 (2016) [6],承诺减少人类活动引起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全球温度升高限制在 1.5 ℃以内,
2050 年前将 CO2 的年排放量控制在 50 亿 t 以

下[7]。 然而,2022 年全球 CO2排放量为 360.7 亿 t[8],
这意味着在本世纪中叶完成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目

标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虽有净零排放潜

力,但因高能耗、高成本和经济性不佳等问题,难
以大规模推广。 为此,碳捕集与利用(CCU)技术

应运而生,将捕集的 CO2转化成高附加值产品,实
现封存并创造经济价值。 相较于 CCS,CCU(或

CCUS)技术不仅能实现 CO2长期封存,还具备较

强的经济潜力,为提高 CO2捕集存储和利用技术

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国际能源署( IEA)估计,到 2070 年,CCUS

技术将累计减少 15%的 CO2排放量。 其中,捕集

的 92% CO2封存于地下,另外 8%通过化学转化成

工业品[9]。 然而,目前对 CCU 技术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 CO2的利用规模和效率方面,对 CO2相关利用

技术的碳负排放能力评价较为有限。 因此,本文

通过综述不同的 CO2利用技术,从全生命周期的

角度评价不同利用技术的环境与经济效益,并展

望相关 CO2利用技术的发展前景。

1　 CO2转化利用技术

CO2转化利用技术作为 CCUS 技术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每年能够将约 2.3 亿 t CO2转化成具有

一定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然而,与 CO2的排放量

相比,CO2转化利用的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非常有

限。 预计到 2030 年,仅有 5%的 CO2有望被转化

为工业品。 CO2主要的转化技术路径包括热催化、
电催化、生物转化、光催化、非热等离子体催化转

化等,图 1 详细列出了 CO2转化技术路径及其主

要产品。

图 1　 CO2转化技术路径与产品

Fig. 1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CO2 utilization and

conversion and thei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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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热催化

1. 1. 1　 技术概论

CO2热催化转化是将捕集的 CO2在催化剂的

作用下,高温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或燃料,主要产

品如一氧化碳(CO)、甲烷(CH4)、甲醇(CH3OH)、
乙醇(C2H5OH)等,由于其良好的转化效率,该方

法具有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巨大潜力[10]。
CO2具有动力学惰性及热力学稳定等性质,因

此可通过逆水煤气变换反应(RWGS)将 CO2转化

为高活性的 CO,该反应是热催化的主要利用方式

之一。 RWGS 的主反应是典型的吸热过程,升温

能够克服热催化 CO2反应中热力学的高能垒,有
利于反应正向进行,从而获得更高的转化效率。
相关研究表明,800 ℃ 下 CO2 平衡转化率可达

80%。 然而高温不仅意味着操作条件苛刻、能耗

高,而且易诱发催化剂团聚、氧化和积碳等而失

活,降低催化效率[11]。 因此,开发高温稳定、低温

高效的催化剂对于 CO2热催化转化至关重要。
1. 1. 2　 技术进展

催化剂在 CO2热催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可以

降低反应活化能,提高反应速率和选择性。 RWGS
反应体系主要采用氧化物催化剂、金属催化剂以

及碳化物催化剂,以保证 CO2和 H2进行连续的氧

化还原反应。 其中,贵金属氧化物(如 Pt、Au 和

Rh 等)催化效果较好,但价格昂贵。 非贵金属催

化剂中,Cu 基催化剂表面具有可循环、可变价的

氧化还原位点,同时具有优异的 CO 选择性及较

高的活性,在 RWGS 反应中呈现出良好的催化性

能,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工业应用[12]。
2012 年,国际碳循环利用公司 CRI 在冰岛建

设了示范工厂,利用地热能发电来电解水制取

H2,将收集的 CO2与 H2反应制备合成气,随后制

取甲醇,该技术每年可成功回收并转化约 5 600 t 的
CO2。 2016 年,浙江省吉利公司进行了 100%绿色

甲醇燃料汽车的测试[13]。 这一实例展现了碳循

环利用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为碳减排提供了

一种更为环保和经济的解决方案。
1. 2　 电催化

1. 2. 1　 技术概论

电催化 CO2还原反应(CO2RR)是直接利用电

能将 CO2催化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燃料或化学品的

过程。 如果使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将捕集

的 CO2转化为化工材料,则有望实现 CO2的碳负排

放。 目前,CO2RR 被认为是实现碳中和最具吸引

力和潜力的 CO2转化方法之一[14]。
研究报道,CO2可被转化为 16 种化学品和燃

料,常见的有 C1化合物(一氧化碳、甲烷、甲酸、甲
醛)和 C2化合物(乙烯、乙醇、草酸) [14]。 然而,尽
管存在广泛的潜在产物,CO2RR 的商业化应用仍

然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主要受限因素包括 CO2还

原电解装置工作稳定性差、阴极电催化剂活性不

足、成本效益不高等。
1. 2. 2　 技术进展

目前,在实验室规模上,两电子转移的 CO2RR
(例如,CO2-to-CO /甲酸 /合成气仅涉及两个电

子 /质子转移过程) 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 [15] 。
一些系统的性能指标(包括电流密度、电池电

势、产品输出浓度和装置寿命) 已经达到市场

入门级水平,并且有望放大到工业吨级 /天的中

试规模。
韩国 SK Innovation 公司采用双原子催化剂技

术,成功将 CO2转化为 CO,每天可生产1 kg左右的

CO。 在活性面积为 25 cm2的零间隙膜电极组装

电池中,该双原子催化剂在工业电流密度为 200
mA·cm-2 的情况下,对 CO 产生的选择性高达

97%~99%。 同时,规模量产的双原子催化剂在堆

叠四单元电堆的组合中依然表现出高度可重复的

CO2RR 性能[16]。
1. 3　 生物转化

1. 3. 1　 技术概论

CO2的生物转化是指通过生物学过程将 CO2

转化成有机化合物的过程。 CO2的生物转化包括

光合作用、生物催化技术、微藻转化、气肥技术及

生物电催化技术[17]。 植物、微生物等利用光合作

用将 CO2转化为有机化合物,如葡萄糖。 藻类由

于其繁殖能力强、光合速率快、生长周期短等特

点,成为微生物固碳的良好选择[18]。 生物转化路

径主要以微藻高效固定 CO2为主,将其用于生物

质的合成,加工成生物燃料和化学品,以实现 CO2

资源化利用[19]。 这些技术具有绿色环保、无毒无

害、能耗低的特点,有良好的发展前景[20]。
1. 3. 2　 技术进展

微藻固碳通常在光生物反应器中进行,通过

强化光合作用实现 CO2的转化。 光生物反应器主

要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 2 种类型[21]。 研究表明,
微藻固碳受到光照、光周期、温度、pH 以及 CO2浓

度等因素影响。 因此,在光饱和及连续光照条件

下,通过调节反应器内 CO2浓度、温度和 pH,可以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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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微藻固碳的能力[22]。
目前,CO2 生物利用主要限制因素有以下 2

点:(1)空间成本———实现高转化率需要较大生物

反应器;(2)能源成本———为达到较高转化效率,
需要补充光能的输入。 因此,CO2生物利用规模化

需考虑该技术所涉及的空间需求及资本投资。
1. 4　 光催化转化

1. 4. 1　 技术概论

CO2的光催化转化技术是近几年备受关注的

新兴研究方向之一。 该技术利用光能促使 CO2与

其他化合物发生反应,将其转化为 CO、CH4、有机

化合物等产物。 因而,开发光催化 CO2转化路径

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3-25]。
目前,主要的光催化路径有人工光催化、CO2的光

催化还原、光解水耦合 CO2还原以及光电催化等。
光催化还原 CO2并转化为太阳能燃料,实质

上是以光能为驱动力的氧化-还原过程,主要包括

4 个过程[26]:(1)CO2在光催化剂表面的吸附;(2)
光诱导的高能电子在光照条件下的光催化剂上活

化 CO2;(3)C—O 键的解离,并在活性位点上发生

多个质子耦合电子转移;(4)还原产物从活性位点

的解吸。
1. 4. 2　 技术进展

光催化制取碳氢燃料是实现碳中和、应对能

源危机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然而,目前光催化

CO2转化技术面临转化效率、选择性、稳定性、经济

性等方面的挑战,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 例如,目
前太阳能燃料的最高转化效率仅为 5%,无法满足

商业化要求的 10%[24, 27]。 因此,提高光催化剂效

率是当前基础研究阶段的主要目标,其中一个亟

须解决的问题是量子产率,即如何有效地设计和

使用光催化剂。 此外,光催化剂和光反应器的整

合对提高光传输效率至关重要,最大限度地捕获

入射的太阳辐射,同时尽量减少寄生吸收、反射、
散射、传输和热传导、对流和辐射损失[28]。

2018 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提出“液态阳

光”(绿色甲醇)概念,即用液体甲醇的形式实现

太阳能的转化、储存、运输和利用[29]。 另有研究

表明,合理设计将太阳能与热能耦合可以有效促

进 CO2的还原转化,是基于太阳能的 CO2资源化系

列中最具商业潜力的技术之一。 例如在集中式太

阳能流中,CO2通过热化学供能,在高温下分解形

成 CO。 CO2的光催化转化有望成为一种强有力的

技术,以取代目前仍依赖化石燃料和电网能源的

CO2处理工艺[30]。
1. 5　 其他转化技术

1. 5. 1　 非热等离子体转化

非热等离子体又称非平衡等离子体,是指气

体处于热力学非平衡状态,气体温度和等离子体

中电子温度相差较大的等离子体[31]。 非热等离

子体 CO2转化技术应用电子能量促使 CO2发生化

学转化,其产生的高温电子通过电离、激发和解离

激活 CO2,产生大量的反应性物质(如激发的原

子、离子、分子和自由基)可以使 CO2转化反应在

低温下进行,为 CO2的转化提供更有效的途径[32]。
目前主要有 3 种类型的非热等离子体产生方法可

用于 CO2的催化转化,介质阻挡放电(DBD) [33]、
微波(MW)放电[34] 以及滑动电弧(GA) [35]。 其

中,DBD 方法具有运行成本低、反应器设计简单的

优点,得到了众多研究者青睐[36]。 催化剂在非热

等离子体催化转化 CO2 技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不同的催化剂可能会对 CO2转化的效率产生

显著影响,反应条件如温度、压力和气氛等因素也

会对转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找到最适合

的催化剂和最佳的反应条件是提高 CO2转化效率

的关键[37]。
1. 5. 2　 碳酸化转化

CO2碳酸化转化是一种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

下,碱性溶液或物质与 CO2反应,将 CO2转化为碳酸

盐固体的方法。 CO2的碳酸化转化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尤其在钢铁、水泥、铝和造纸行业的工业废料

处理中。 通过碳酸化过程,这些工业废料可以有效

地捕集 CO2,实现废物资源化利用,提高环境效益。
据统计,2020 年我国钢渣产生量约 1.2 亿 t,

累计存量超过 10 亿 t。 然而,钢渣并非完全无用,
其具有巨大的潜在 CO2固化能力。 据估计,钢铁

生产产生的固体钢渣的 CO2固化潜力约为 4.38 亿

t / a[38]。 碳酸化后的钢渣可以作为混凝土原料或

建筑材料的粗骨料使用,细碳酸化钢渣可以作为

水泥砂浆或土壤改良剂[39]。
在制铝工业中,利用 CO2溶解于水后形成的

碳酸作为赤泥的中和剂,以调节 pH 小于 7。 通常

需要将赤泥在 CO2气氛中保持 5 ~ 24 h,并通过多

次循环实现该目标[40]。 此外,为增强 CO2吸收效

果,还可以添加 Ca2+形成石膏[41]。 这种方法不仅

能有效减少赤泥对环境的污染,还能为制铝工业

提供一条废弃物可持续处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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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的 CO2转化产品及工业案例

CO2转化产品是指通过化学或催化方法将

CO2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或燃料,例如甲醇、乙醇、
一氧化碳、烷烃类、有机酸、高分子材料、燃料添加

剂、碳酸盐、碳纳米材料以及聚合物前体等。 以下

是几种典型的 CO2转化产品及其相关的工业案例。
2. 1　 甲　 　 醇

CO2加氢制甲醇生产工艺存在多个副反应,因
此,催化效率变得尤为重要。 其中 Cu-Zn-Al 催
化体系催化效率最高而得到广泛关注。 然而 CO2

加氢制甲醇的氢源直接影响了该过程的经济性和

环境效益。 传统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规模较小,且
能量转化效率普遍较低(50%~70%),导致制氢成

本高[42]。 与之相比,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

具有高效制氢以及 CO2排放量低的特点,是理想

的制氢方案。 通过绿氢制备,实现 CO2加氢制甲

醇,其本质是将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存储在甲醇中,
便于运输与储存[43],具有巨大潜力。 目前,利用

绿氢进行 CO2加氢制甲醇技术主要处于基础研究

阶段,实现其大规模工业化应用需研发选择性高、
稳定性好及活性高的催化剂,同时需优化相关反应

条件,降低制氢成本等[44]。 CO2加氢制甲醇技术已

较为成熟,国内外相关工业示范的报道见表 1。
表 1　 利用 CO2合成甲醇的工业案例

Table 1　 Industrial cases of methanol synthesis from CO2

技术名称 研究进展 / 工业应用案例 技术成熟度评价

CO2加氢合成甲醇

2012 年,国际碳循环利用公司 CRI 冰岛示范工厂:甲醇年产量约 4 000 t,每年约

回收 5 600 t CO2
[13]

2020 年 1 月,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兰州新区石化产投公司合作的千吨级“液态
阳光”规模化合成示范项目在兰州试车成功。 该项目每年可生产 1 440 t 液态

甲醇燃料[45]

2020 年 7 月,由中国海油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和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全球最大规模 CO2加氢制甲醇工业实验

装置”率先在中国建成,产能约为 5 000 t / a[46]

2022 年,德国“甲醇制航空燃料”项目启动:CO2与绿氢生产绿色甲醇,然后通过

PtL(Power-to-Liquids)技术进一步生产燃料[47]

2019 年,我国中石油建立了 CO2加氢制甲醇中试工厂,其中转化率超过 20%,甲
醇选择性约 70%[48]

工业示范

中试阶段

2. 2　 聚合物

CO2可以作为原料合成聚合物,例如聚碳酸

酯[49]、碳酸亚乙酯[50]、 碳酸二甲酯[51] 和多元

醇[51]。 聚碳酸酯(PC)是一种含有碳酸酯基团的

热塑性塑料。 由于其出色的耐热性和抗冲击性,
广泛应用于数据存储、电子、建筑绝缘和汽车工

业[52]。 目前,聚碳酸酯基塑料都源自石化产品的

聚合物和多元醇等,其年产量超过 1 千万 t。 全球

PC 的年产量达 500 万 t[51],但目前仅有 1 万 t 左

右是来源于 CO2转化。 同时,2015 年,塑料行业占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4.5%[52],如果用 CO2代替

石油基原料用以合成聚合物,将显著降低温室气

体的排放。
已有多篇文献报道了 CO2合成聚合物技术的

工业应用,详见表 2, 主要技术路线为捕集的 CO2在

催化剂的作用下与环氧丙烷合成二元醇,根据催化

剂的不同,二元醇既有聚碳酸酯结构,也有聚醚结

构。 二元醇继续与异氰酸酯反应生成聚氨酯。
表 2　 利用 CO2合成聚合物的工业应用案例

Table 2　 Industrial cases of polymers synthesis from CO2

技术名称 研究进展 / 工业应用案例 技术成熟度评价

CO2合成聚氨酯
2011 年,德国科思创在德国多尔马根建立工厂,利用来自合成氨厂的 CO2每年合

成含 20% CO2的聚氨酯,用以生产 Cardyon 品牌床垫[53]

CO2合成聚醚多元醇
德国拜耳材料科技在 2015 年开启了千吨级的以 CO2为原料合成聚醚多元醇的工

业化生产,用于生产热塑性聚氨酯以及涂料纤维[54]

CO2合成聚碳酸酯
2018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王献红研究员团队历时 20 年实现了 CO2基生物降解塑

料的工业化生产,目前已具备 5 万 t / a 产能[55]

工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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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碳酸盐

钢铁、水泥、铝和造纸行业的工业固废可以通

过碳酸化过程有效捕集 CO2。 由于原料大多来自

工业废料,采用了以废治废的工艺,因此具有较高

的市场前景和环境效益。 国内主要的工业案例见

表 3。
表 3　 CO2碳酸化的工业应用案例

Table 3　 Industrial cases of CO2 carbonation

技术名称 研究进展 / 工业应用案例 技术成熟度评价

CO2在钢铁行业的使用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等众多单位,完成了 CO2利用

的工程示范并推广应用,近三年产钢近 0.4 亿 t,实现 CO2利用 31.5 万 t[56]

CO2在水泥行业的使用
济源中联水泥碳捕集项目是第一个实现碳捕集实际工业应用的项目。 项目建成

后可年产捕碳钢渣 30 万 t,年直接减排 CO2 1.6 万 t[57]

CO2在制铝行业的使用
2021 年,上海百奥恒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和河南中州铝厂
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全球首条赤泥基低碳凝胶材料示范生产线,预计每年消耗固废

260 万 t,理论上每年可固定约 22 万 t CO2
[58]

工业示范

3　 环境、经济效益评价

3. 1　 环境效益评价

CO2转化为碳氢燃料、化学品、聚合物以及碳

酸化固体废弃物是一种具有潜在环境效益的创新

途径。 首先,通过捕集 CO2并将其转化为有用的

能源产品,有助于削减对传统石油和天然气的需

求,从而减轻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 其次,如果

采用可再生能源作为 CO2转化的动力源,例如太

阳能或风能,有机结合绿色能源与碳循环,既降低

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又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此外,通过废弃物利用和资源循环,部分 CO2

转化技术可以采用工业废物或废弃物作为原料,
实现废物的再利用,降低对新材料的需求。 为了

使环境效益最大化,需要综合考虑技术的整体影

响以确保其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可持续性。
预计到 2050 年,CO2 转化为燃料和化学品的

技术路径年利用量可达 10 亿 ~ 42 亿 t[59]。 然而

从全生命周期评价角度考虑,将捕集的 CO2转化

为含碳燃料,整个生产过程只增长了碳链,延长

CO2循环储存时间,最终还是通过燃烧释放到大气

中,无法有效实现 CO2碳负排放。
CO2合成聚碳酸酯工艺与传统工艺相比,具有

污废水少、原料用量少以及催化剂用量少等特点。
聚醚碳酸酯中碳含量为 20%,当 CO2 作为碳源时,
其生产过程可减排 160 万 t 的 CO2

[60],从而使 CO2

导致的全球变暖的影响降低 15%。 塑料制品可以

长时间使用,从而可固定 CO2 数十年或数百

年[61],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评价,利用 CO2合成塑料

制品的技术路径碳负排放潜力巨大。
CO2的碳酸化工艺主要应用在钢铁、冶金、建

筑等行业。 利用钢铁行业的钢渣进行固碳可有效

减少 CO2的排放;如果能控制固碳所形成产物中

Ca 的质量分数,将有利于钢渣的再利用,如用于

建筑材料原料,可实现以废治废。 同时碳酸化的

产品可贮存数百年,从而实现碳负排放。
3. 2　 经济效益评价

CO2转化成碳氢燃料、化学品、聚合物以及碳

酸化固体废弃物,不仅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还带

来了重要的经济效益。 该技术在经济层面上展现

了多方面的潜在优势。 第一,CO2转化技术可以作

为一项新兴产业,为创新和科技发展提供巨大机

遇。 相关研究和产业应用将推动科研和技术领域

的发展,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开发新市场的空间,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该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有望创造就业机会,涉及研发、工程、生产等多个

领域。 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将为社会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三,
CO2转化的经济效益还体现在能源和化学品生产

方面。 通过该技术生产的碳氢燃料可以替代传统

的石油和天然气燃料,减轻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

赖,同时提供更多的能源选择。 在化学品领域,这
种技术为替代传统石化产品提供了新途径,促进

绿色化学品产业发展。
在 CO2转化为碳氢燃料或化学品的过程中,

其转化成本主要取决于 2 个关键因素:可再生能

源发电和电解水制绿氢。 以合成甲醇为例,当前

我国甲醇产能超过 87%来源于煤炭,制取成本主

要取决于煤炭价格。 若以 700 元 / t 的煤炭为原

料,甲醇合成成本高达 2 500 元 / t。 然而对于绿色

甲醇,主要取决于绿电价格。 根据《中国氢能综合

应用技术与项目年度报告 2022》,电价每降低

0.1 元 / ( kW · h), 绿色甲醇制取成本将下降

1 000 元 / t。 当绿电价格低于 0. 15 元 / (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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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绿色甲醇成本约为 2 100 元 / t,具备初步竞

争力。
利用 CO2合成聚合物展现了广泛的应用和市

场前景。 使用 CO2和环氧丙烷生产 1 t 聚碳酸亚

丙酯,相较传统工艺,可减省 40%以上的石化原料

衍生的聚烯烃[60]。 据估计,含有 20% CO2的多元

醇的碳足迹是 2.65~2.86 t 碳当量,与传统多元醇

的生产相比,减少了 11% ~ 19%的温室气体排放,
化石燃料消耗降低了 13%~16%[62]。

CO2碳酸化工艺虽然是一项以废治废的技术,
相较其他 CCUS 技术而言具有显著的优势,但要

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仍面临一些挑战。 根据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 CO2封

存的特别报告,每吨 CO2的碳酸化成本约为 50 ~
100 美元。 此外,大量数据表明,目前利用废渣和

矿物碳酸化固定 CO2 技术在经济上具有较大潜

力,但仍需要在原料运输、原料活化以及 CO2的捕

集等方面进一步降低成本[63]。
综上所述,从环境效益角度看,将 CO2 转化为

燃料或化学品的确可以有效降低 CO2 排放。 然

而,从碳中和的角度看,多数合成及转化技术并不

能降低大气中的 CO2浓度,因为 CO2合成 /转化的

产品大部分无法实现长期封存。 比如,CO2 合成

燃料、部分化学品、尿素,CO2的生物利用等技术

路径无法实现真正的碳负排放。 CO2碳酸化、合
成塑料以及部分化学品的技术路径可以较长时

间地将 CO2固定在产品中,不再释放到空气中,
具有较高的碳负排放潜力。

从经济成本角度看,本文所综述的 CO2转化

技术多数情况下都展现出较高的应用潜力。 尤其

是 CO2的生物利用以及合成燃料(表 4),其合成

的燃料和化学品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必需品。
然而,尿素的合成受制于煤炭、电力价格的波动,
难以保持稳定的经济效益。

表 4　 CO2转化路径及其环境、经济效益分析和碳负排放潜力分析

Table 4　 CO2 conversion pathway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and carbon negative emission potential analysis

利用路径
原料气 CO2

浓度需求
产品示例

CO2

利用量

CO2利用

盈亏平衡成本∗ /＄

CO2固定

时间

CO2再次

释放可能性

CO2再次

释放形式

碳负排

放潜力

CO2合成

燃料

高浓度 CO2,12%~

60%(体积分数)
甲醇

2050 年捕集的 10
亿 ~ 42 亿 t / a CO2

合成燃料[59]

0~670 数周 / 数月 高 燃烧 小

CO2合成

化学品

高浓度 CO2,不低

于 93% (体积分

数) [64]

尿素 1.50亿 t / a[61]

高浓度 CO2 聚碳酸酯 0.87~2.15 百万 t / a

-80~320

数月 / 数年 中
燃烧 / 微
生物分解

小

数十年 低 燃烧 大

CO2的生物

利用

捕集的 CO2,烟道

气、空气,无浓度

要求

生物柴油

2050 年 捕 集 的 2
亿~9 亿 t / a CO2合

成燃料

230~920 数周 / 数月 高 燃烧 小

CO2的

碳酸化

捕集的 CO2,烟道

气,无浓度要求
碳酸盐 0.50 亿 t / a -30~70 数世纪 极低 分解 大

　 　 注:盈亏平衡成本是 2015 年每吨 CO2 利用的净成本,根据产品收入、副产品以及任何 CO2 虚拟价值进行调整;盈亏平衡成本为零表示如

果没有政府补贴,该技术路线经济上是可行的

4　 结论和建议

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善生存环境的跨国共同

行动。 CCUS 作为一项大规模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是目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重要途径

之一。 本文梳理了现有 CO2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技

术发展现状,并从固碳潜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等角度对主流产品的生产进行分析。
固碳潜力:利用 CO2合成燃料的技术路径展

现出最为显著的固碳潜力。 据估计,到本世纪中

叶,每年捕集 10 亿 ~ 42 亿 t CO2用于生产各类燃

料。 同样,CO2的生物利用路径也呈现出较高固碳

潜力,预计每年有 2 亿 ~ 9 亿 t 捕集的 CO2通过生

物技术转化成生物柴油等绿色燃料。 相比之下,
利用 CO2合成化学品的技术路径由于化学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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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小,其固碳潜力不大。
经济效益:从经济成本角度看,本文所介绍的

CO2转化技术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高的应用潜力,
但尿素的合成、化学品的生产受 CO2源以及市场

波动影响,难以保持稳定效益。 与此同时,利用

CO2合成燃料(如甲醇、生物柴油等),经济效益并

不显著,据估计 CO2 利用的盈亏平衡成本在 0 ~
670 ＄/ t 之间。 相反,合成化学品、碳酸化等路径

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效益潜力。
环境效益:在环境效益方面,相比传统合成工

艺,以 CO2为原料的合成工艺可以有效降低 CO2的

排放。 然而,从碳中和的角度来看,多数合成及转

化技术并不能显著降低大气中 CO2浓度,因为这

些技术产生的产品大多无法实现长期封存。 相比

之下,CO2的碳酸化、合成聚合物及塑料制品以及

部分化学品的技术路径具有较长时间将 CO2固定

在产品中不再释放到空气中的潜力,展现出较高

的碳负排放效益。
当下部分 CO2转化技术并非碳负排放的最优

选择,但在 CO2原料气来自非化石燃料的燃烧或

热解的情况下,直接从大气捕集进行 CO2转化成

化学品和燃料等技术路径可能是未来实现地球碳

平衡、解决能源危机的关键。 同时,需要清楚地认

识到,含碳产品在现有工业体系中不可能完全消

失。 因此,CO2进行有序地排放、合理利用并形成

碳循环将是最大限度减少环境风险的关键。 在相

关领域,研究应向催化机理探究、催化剂开发优化

等方向发展,以期制备持续、高效、低成本的催化

剂,从而将 CO2 转化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学品。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 CO2利用技术的研发,提高技术成熟

度。 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包括催化剂的

设计和开发、反应工程的优化以及工业化规模的

推进。
(2)进一步提升 CO2利用技术的经济性。 针

对 CO2转化技术,优化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是关键。 着力研发低成本的催化剂和高效的反应

工艺,同时推动规模化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市场竞争力。

(3)深度发掘 CO2利用技术的固碳潜力。 在

CO2转化技术中,注重技术的固碳潜力,特别是能

够将 CO2长期封存在产品中的技术。
(4)注重 CO2利用技术的环境影响。 在推动

CO2转化技术发展的同时,积极关注环境影响。 通

过全生命周期评估,全面了解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寻求降低碳足迹、减少资源消耗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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