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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加注可持續航空燃料
國產大飛機完成演示飛行

中國將「地溝油」化廢為寶 最高可降八成碳排放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中國商飛公司一架ARJ21支線飛機和一架C919大型客機5日分別從上海浦東機場和山東

東營機場起飛，經過1個多小時的飛行，圓滿完成首次加注可持續航空燃料（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 ，簡稱SAF）演示飛行任

務，展現了加注SAF後兩型國產商用飛機的良好飛行性能。

SAF在航空業中的角色
Q：目前航空業推動SAF的進度如何？

A：國際民航組織（ICAO）提出了2050長期願景目標
（LTAG），並推出了國際航空碳抵消與減排計劃
（CORSIA），在此機制下，中國航企每年將支付
約年淨利潤的20%作為航空碳排放費用。2023年，
歐洲議會批准了 RefuelEU 航空法規，要求到 2025
年在歐盟機場起降飛機使用燃料中至少 2%為「綠
色燃料」，到2050年將遞增至70%。
因此，發展SAF促進綠色低碳轉型已成為全球航空
業競爭的新賽道。

Q：國外航司如何推動SAF使用？

A：在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官網，設置有專門欄
目向旅客科普SAF的優勢及應用難點，並試圖呼籲旅
客以購買附加產品的方式，為SAF的普及出一分力。
荷航稱，目前已為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起飛的每
個出發航班的燃油系統添加了 1%的 SAF。 相較於
2022年的0.5%翻了一番。荷航的目標是逐步使用更
多的SAF，力爭到2030年達到其煤油總用量的10%。
而隨着SAF的使用，航司對於機票價格也做出了調
整，上漲幅度與艙位和飛行距離相關。此外，荷航
表示，乘客可以在預定荷航航班時，購買額外的可
持續航空燃料的選項。航司方面會將旅客購買的可
持續航空燃料添加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等機場的燃
油系統中。

Q：中國民航業在推進SAF使用方面做出了哪
些努力？

A：鑒於SAF在全生命周期的優異減排效果，中國民航局
將SAF作為中長期內民航節能減排實現綠色發展最為
重要的抓手。2023年3月，民航局成立了雙碳工作領
導小組，統籌部署民航雙碳工作。在頂層設計指引
下，民航業在SAF生產、適航驗證、示範性應用等方
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已取得一定成效及進展。下一
步：民航部門將持續推動SAF原料和產業鏈多樣化，
加快推進建設中國自主的航空燃料可持續認證體系，
解決原料、生產煉製和可持續認證等方面的短板，贏
得航空能源變革發展的主動權。

Q：SAF在其他領域有何應用？

A：5月26日落幕的2024FE電動方程式上海站比賽中，
FE 電動方程式方面就首次使用了可持續航空燃料
（SAF），減少了約 1,145 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排
放。
據悉，作為世界上最具可持續性的運動，這次FE電
動方程式使用了官方創始合作夥伴及物流服務提供
商DHL的GoGreen Plus服務，利用可持續航空燃料
（SAF）將車隊和賽事相關貨物從柏林運送到上海。
使用可持續航空燃料（SAF）從柏林運輸到上海的貨
物約有340噸，與煤油航空燃料相比減少了至少80%
的溫室氣體排放。三架飛機的行程超過6,000英里，
通過碳嵌入方法利用DHL全球貨運的GoGreen Plus
服務減少了約1,145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排放，這個
數字相當於第九賽季總貨運排放量的6%。

來源：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及《科技日報》報道

◆「地溝油」變身可持續航空燃料（SAF）。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6月5日，C919大型客機首次加注可持續航空燃料（SAF）演示飛行起飛。 中新社

◆6月5日，ARJ21支線客機加注可持續航空燃料（SAF）。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據悉，這次C919與ARJ21演示飛行所使用
的SAF採用中國石化自主研發生物航煤生

產技術，原料來自俗稱「地溝油」的餐餘廢
油。餐餘廢油經回收處理後在中國石化鎮海煉
化建成的國內第一套生物航煤工業裝置進行加
工，產出生物航煤，實現綠色資源化利用。這
款生物航煤與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航空煤油（3號
噴氣燃料）的體積摻混比例為40%，各項物性
參數均與傳統石油基燃料一致，符合國家標準
及行業要求。
中國商飛方面表示，公司始終致力於為客戶
提供更加安全、經濟、舒適、環保的商用飛
機，自2022年開始籌劃SAF在國產商用飛機上
的應用，深入研究國內外SAF技術標準、試驗
試飛方法，組織開展SAF技術攻關、裝機驗證
工作，並於2024年2月獲得中國民航局適航批
准。國產商用飛機加注綠色航空燃料，可以滿
足客戶多樣化的使用需求。
民航運輸業是節能減碳的重點行業，民航運
輸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其產生的
二氧化碳可以佔到民航碳排放量的95%以上。
SAF是一種由可再生原料製成的液體航空替代
燃料，原材料可以是廢棄油脂、生活垃圾和能
源作物等生物燃料，也可以是從空氣或工業排
放物中捕獲的二氧化碳製成的合成燃料。與傳
統航空燃料相比，SAF在全生命周期內最高可
降低80%的碳排放量。應用SAF是當前民航運
輸業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和進行碳減排的一項重
要措施。

專家：SAF產量有限 價格高昂
儘管SAF的使用對於民航運輸業節能減排意
義重大，但由於現階段其產量有限，價格遠高
於普通航空燃油，所以從全球來看，尚未得到
大規模的應用。據中國商飛介紹，現階段，國
際主流飛機製造商和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科技
企業都在深入研究SAF的實際應用，國內也有
十餘家企業和研究機構在開展SAF研發和生
產，多家航空公司已使用國產SAF進行了商業
測試飛行。民航領域專家林智傑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目前SAF是民航業節能減排最核心的
一個措施，只有依靠SAF的使用才可能實現碳
中和。但目前SAF在全球範圍內的應用都很有
限，相關的航班量非常少，「部分航司可能只
有少數航班會添加1%至2%的可持續燃料」。
究其原因，與SAF價格昂貴，且產量有限難脫
關係。「產量極其有限，部分SAF所使用的原
料，在種植或回收的這個環節就很麻煩。此
外，SAF的價格是普通燃油的3到5倍，航空公
司用不起。」

在製備原料方面有資源稟賦優勢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中國民用航空局原局長馮正霖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中國SAF推廣起步較早，在製備原料

方面有着資源稟賦優勢，但還面臨一些問題。
一是統籌不足，亟需從國家層面做好產業生態
頂層設計；二是協同不足，亟需建立健全體制
機制，推動形成認證標準、原料供給等產業集
群發展的工作合力；三是技術創新投入不足，
亟需強化關鍵技術攻關，提升產業發展質量和
效益；四是國際話語權不足，亟需建立有效機
制，增強國際民航合作的戰略主動權和制度性
話語權。
中國商飛方面表示，公司積極融入全球航空業

綠色發展進程，堅持在商用飛機研製全過程踐行
綠色發展理念，努力研製「綠色飛機」，建設
「綠色家園」，構建「綠色供應鏈」，打造三位
一體的「綠色商飛」，為全球航空業可持續發
展、國家「雙碳」目標實現貢獻大飛機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官方宣布，
計劃在2027年初步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並在2030
年出台約200種重點產品的碳足跡核算標準。
據中國生態環境部官網6月 5日消息，生態環境

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5部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
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
案》），從產品碳足跡着手，完善國內規則、促進國
際銜接，建立統一規範的碳足跡管理體系。
產品碳足跡是指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從原材
料的生產、運輸、分銷、使用到廢棄等流程所產生的
碳排放量總和，是衡量生產企業和產品綠色低碳水平
的重要指標。

探索建立碳足跡信息披露制度
《方案》明確，在2027年初步建立碳足跡管理體

系，並在2030完善該體系；目標在2027年制定出台

約100種主要產品的碳足跡核算標準，也將在2030年
升至200種。
根據《方案》，中國將優先發布煤炭、鋼鐵、天然

氣、鋰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等產品的碳足跡核算標準。
《方案》指出，將建立產品碳足跡分級管理制度。

政府部門探索開展重點行業和細分領域的產品碳足跡
分級評定和管理工作。鼓勵企業參照相關標準和要求
開展自身和供應鏈碳足跡評價，推動企業挖掘減碳潛
力、優化供應鏈管理、提升產品低碳競爭力。探索建
立碳足跡信息披露制度。在保障數據安全和知識產權
前提下，分階段、分步驟鼓勵企業以環境氣候信息披
露、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或自願性評價認證等方
式發布產品碳足跡核算結果與報告。
《方案》指出，中國將積極應對國際涉碳貿易政

策，並加強與國際貿易相關方溝通對接，通過多邊渠
道加強產品碳足跡等重點問題對話磋商。

中國擬在2027年初步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毛寧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們需要
保護綠色，但不需要綠色保護主義，綠色保護
主義創造不了綠色的未來。」
有記者提問，今天（5日）是第53個世界環境
日。我們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國家濫施
保護主義，對中國綠色產品加徵關稅，為全球低
碳轉型製造障礙。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連續40年雙增長
毛寧表示，今天不僅是世界環境日，也是中
國環境保護法確定的環境日，今年中國環境日
主題是「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在習近平
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
好畫卷正在中國大地鋪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
改善空氣質量速度最快的國家，藍天更多了。

中國實現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連續40年雙增
長，大地更綠了。2023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
值二氧化碳排放較2012年下降超35%，全國可
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佔總裝機的52.9%，綠色轉
型更快了。
她表示，中國還積極推動全球綠色轉型，為

世界環境和氣候治理作出貢獻。國際可再生能
源署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全球風電和光伏
發電項目平均度電成本分別累計下降超過60%
和80%，很大一部分歸功於中國創新、中國製
造、中國工程。人類只有一個地球，需要世界
共同呵護。
「我們需要保護綠色，但不需要綠色保護主
義。綠色保護主義創造不了綠色的未來。我們
期待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共同努力，讓地球藍
天永駐、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毛寧說。

外交部：我們需要保護綠色 但不需要綠色保護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