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起步
一路披荆斩棘，到改革开放，
实干进取不断逐梦前行，如
今，我国能源科技装备在部分
领域已具备国际竞争力，部分
能源技术甚至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供
了有力支撑。

能源发展 Energy DevelopmentEnergy Development
2019.09.10

星期二

能源发展编辑部

主任：张 宇

执行主编：焦红霞

新闻热线：（010）56805160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eeq66@sina.com
网址：www.nationalee.com

重点推荐

截至2018年年底，累计退出煤炭落后

产能8.1亿吨/年，提前完成“十三五”去产能

目标任务。但不容忽视的是，30万吨/年以

下（不含30万吨/年，下同）煤矿数量仍有约

2100处，淘汰落后产能、破除无效低效供给

的任务依然较重。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联合印发了《30万吨/年以

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国家能源局有

关司负责人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先立后破
小煤矿欲做“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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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光伏行业发布
背接触等技术标准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睿 程基宽报道

国家电投黄河水电公司(以下简称“黄河

公司”)日前向记者透露，受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委托，黄河公

司作为主编单位组织发布《背接触晶体

硅光伏电池技术要求》《背接触晶体硅

光伏组件技术要求》《背接触光伏电池

用晶体硅片技术要求》三项标准，填补

了我国光伏领域标准空白。

据介绍，三项标准内容涵盖了背接

触晶体硅光伏电池、组件及所用硅片的

外观和性能要求、检验规则、标识、包

装、运输、储存等内容。

此三项标准将是行业内首次发布

的背接触(IBC)相关技术标准，在填补光

伏领域标准空白的同时，促进IBC技术

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引导及扩大IBC

高端产品市场，对于光伏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公司表示，目前，黄河公司年

产200兆瓦N型IBC高效电池及组件生

产线即将建成投产，N型IBC电池平均

效率将超过23%，是国内首条IBC量产

示范线和具有高性价比的国际新型IBC

产品线。

随着IBC高效产品下线和行业标准

发布，将进一步提升黄河公司在光伏行

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黄河公司乃至

青海省占领高端光伏市场奠定基础。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
首次按日结算

本报讯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9 月5日发布了电力现货市场首次按日

结算试运行情况，这标志着山西省电力

现货市场建设进入实质性的应用阶段，

山西成为国家电网区域内首家正式开

展结算试运行的省份。

据了解，9月1日开展的电力现货

交易共有443家市场主体参与，日前现

货交易电量0.39亿千瓦时，占当日发电

量的 7.01%；日内现货交易电量 0.12

亿千瓦时，占比2.18%，交易规模符合预

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电力现货市场是电力市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开展日前、实时电

能交易，以及调频、深度调峰等辅助服

务交易，对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

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

格的机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针对山西供热机组占比较大、新能

源机组增速较快、外送电任务较重、电

煤价格和用电负荷南北分布不均等特

点，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与相关部门以

及发电、售电、用户等市场主体共同研

究，形成了现货市场的规则体系。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表示，今后将

继续加强对现货市场各方面信息进行

动态评估，建立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开

发市场运行评估分析系统，深入研究现

货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现货市

场规则体系，丰富交易品种，防范市场

风险。 （梁晓飞)

□ 本报记者 吴 昊 焦红霞

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

科技创新则是引领能源行业发展的第

一动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能

源科技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

域实现“领跑”，完成了质的飞跃。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起步一

路披荆斩棘，到改革开放，实干进取

不断逐梦前行，如今，我国能源科技

装备在部分领域已具备国际竞争力，

部分能源技术甚至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能源

清洁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

水电站时表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

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

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

搏。”我国能源科技的创新，正是靠着

顽强的拼搏精神，一步步走向世界的

前沿，把国之重器牢牢地握在了手里。

自主创新铸造“大国重器”

与大多数现代工业在我国的发展

史相似，我国能源科技领域起步较晚。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迫切的国民经济

发展需求和落后的能源技术，我国选择

了“引进吸收”的发展战略，从上游的发

电领域，到中游的输电技术，都经历过

从学习、引进到国产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能源科技由弱

渐强，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多措并

举厚植创新沃土，坚持自主研发掌握

战略主动。依托重大工程推动创新

发展，是国家能源局在长期工作中总

结形成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法宝”，这

一点在输电技术领域尤为明显。

1981年，我国第一条500千伏

超高压线路——平武线（河南平顶

山-湖北武昌）竣工投运，工程所用

的线路设备和技术分别从日本、法

国、瑞典等6个国家择优引进。经过

两年时间，我国在引进技术的基础

上，结合国内实际需求再创新，大大

提高了高压电气独立设计制造能

力。随后，在东北元宝山-锦州-辽

阳-海城输变电工程中，国产500千

伏成套输变电设备大展身手，并开启

了我国超高压、特高压时代电力技术

装备迅猛发展的帷幕。

近10年来，我国自主研发、设

计、制造并建设了世界上电压等级最

高、输送距离最长、输送容量最大的

晋东南-南阳-荆门、昌吉-古泉特高

压输电工程，全面掌握了1000千伏

交流、±1100千伏直流及以下等级

的输电技术，关键技术、试验能力和

设备研发水平领先世界。

而在上游发电领域，我国水电技

术的突破最具代表性。据了解，在三

峡工程建设前，我国水电机组生产能

力仅为32万千瓦。1994年12月14

日，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

程正式开工，我国水电技术的发展就

此掀开新的一页。

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技

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水轮

发电机组设计、研发和制造能力一举

提高到70万千瓦。此后，溪洛渡、向

家坝两座电站屡创世界纪录，并见证

了我国大型水电机组从70万千瓦到

80万千瓦的跨越。2017年，随着白

鹤滩水电站全面开工建设，中国水电

向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机组发起冲

刺，开启了100万千瓦新纪元。

电网技术和水电开发的飞跃，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源行业不断攻坚克

难的一个缩影。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

我国电力、能源领域在一个又一个关键

节点迎难而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铸造

了一个又一个“国之重器”的辉煌。

扬帆出海成就“国家名片”

伴随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能源

科技逐渐走出亦步亦趋的被动状态，

在国际合作中从“引进来”转向“走出

去”。其中，水电与核电成为我国能

源行业“走出去”的排头兵。

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推进，

我国水电装备制造能力显著提升，并

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

国水电不断发挥优势“走出去”，水电

机组远销巴西、埃塞俄比亚、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年度出口最高达到

350万千瓦。

近年来，中国水电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硕果累累，我国企业相继建成了

巴基斯坦NJ水电站、缅甸瑞丽江一

级水电站、柬埔寨华能桑河二级水电

站等等，形成了一批领先国际的水电

开发技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

最高标准打造出一个个所在国的“三

峡工程”。

在核电领域，作为国家新名片，

中国核电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捷报频

传，接连签下大单，截至目前，已出口

7台核电机组共计458万千瓦。其

中，我国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三代

核电“华龙一号”不仅成套出口巴基

斯坦，并正在为进入英国市场接受英

国政府通用设计审查。

能源技术装备出海，需要标准先

行。国家能源局自成立以来，对能源

行业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视。近年来，

在核电、水电、电网等重点领域主导修

订了一批重点标准，针对储能等新兴

领域研究建立了标准体系，并在岸电

设施等领域新建了多个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一个统一、完善、符合国情的能

源技术装备标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转型升级助力“能源革命”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能源

行业的卓越成就让世界为之惊叹。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能源的高质

量发展和绿色清洁转型成为“新时

代”赋予能源行业的使命，聚焦创新

节能和降耗增效、发展新能源、提升

电网技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使能

源行业成为绿色发展的脊梁。

据初步统计，作为全球最大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国，2012年~2017年，

我国煤炭、电力、石化三个领域累计实

现节能量约2.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

化碳7.4亿吨。近5年来，我国能源清

洁低碳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累计退

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

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

2015年9月，国电泰州电厂100

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项目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供电标准煤耗降

至263克/千瓦时，远远低于国内平

均水平，成为当时世界最大容量、效

率最高的火电机组。

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

持，泰州电厂被国家能源局列为国家

燃煤发电示范项目，为保障项目的顺

利实施，国家能源局领导曾亲赴国电

集团现场办公协调工作，并主持了4

次项目评审会。政策的大力推动，使

泰州电厂成为能源革命大潮中，科技

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期间，为推动能源革命

的蓄力加速，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

局印制了《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与《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提

出深入推进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的发展目标。依靠技术进步，我国

煤电装备在数十年间实现了从高排

放到低排放、从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

的转变。超临界、超超临界、二次再

热、循环流化床等先进技术得到推广

应用，让煤电机组“脱胎换骨”，节能

改造促进减排增效，让煤电产业“强

筋壮骨”。

在推进节能和煤电超低排放的同

时，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速度也日渐加

快，新能源发电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后

发优势，风电、光伏等产业化技术和关

键设备与世界发展同步，为能源转型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尤其在光伏领域，近

年来，国家能源局通过专项行动、规划

引导光伏产业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升

级。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我国已站立

在全球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前列。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光伏电

池产量达到8720万千瓦，占世界总

产量的73%；并网装机总容量达到

1.74亿千瓦，占比超过全世界光伏总

装机35%。先进晶体硅电池多次打

破世界纪录，单晶PERC和多晶黑硅

技术先进生产线电池转换效率已达

到21.8%和19.2%。全球前10光伏

电池生产企业中我国占据8席，国产

光伏电池覆盖全球主要市场。

与此同时，为保障电力安全和促

进清洁电力消纳，电网的转型升级也

逐渐步入快车道。当前,我国电网技

术装备和安全运行水平处于世界前

列，国际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开始

应用，大电网调度运行能力不断提

升，电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不断

深化，智能变电站全面推广，多端柔

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建成投运，主流

储能技术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大

力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的关键时期，我国

能源科技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随着“新时代号角”的吹

响，我国能源科技创新也将奏响不断

奋进的乐章。

从愿景到实景 科技创新绘就能源壮美画卷

本报讯 记者吴昊报道 9月4日，

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移动源环境管

理年报（2019）》（以下简称《年报》），

公布了2018年全国移动源环境管理

情况。《年报》显示，我国已连续10年

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

车等移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

染的重要来源，移动源污染防治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2018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3.27亿辆，同比增长5.5%。其中，汽车

保有量达到2.4亿辆，同比增长10.5%，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261万辆，同比

增长70.0%。汽车已占我国机动车主

导地位，其构成按车型分类，客车占

88.9%，货车占11.1%；按燃料类型分

类，汽油车占88.7%，柴油车占9.1%，

新能源车占1.1%；按排放标准分类，国

三及以上标准的车辆占92.5%。

2018年，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

物排放总量初步核算为 4065.3 万

吨。其中，一氧化碳（CO）3089.4万

吨，碳氢化合物（HC）368.8万吨，氮

氧化物（NOx）562.9 万吨，颗粒物

（PM）44.2万吨。汽车是机动车大气

污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其排放的

CO、NOx和PM超过90%，HC超过

80%。按车型分类，货车排放的

NOx和PM明显高于客车，其中重型

货车是主要贡献者；客车CO和HC

排放量明显高于货车。按燃料分类，

柴油车排放的NOx接近汽车排放总

量的70%，PM超过90%；汽油车CO

和HC排放量较高，CO超过汽车排

放总量的80％，HC超过70%。占汽

车保有量7.9%的柴油货车，排放了

60.0%的NOx和84.6%的PM，是机

动车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

从2013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

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推行机动车排

放标准升级，加速淘汰高排放车辆，

大力发展新能源车，推动车用燃料清

洁化，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积极倡导

“绿色出行”理念，机动车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2013 年~2018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32.7%，

年均增长5.8%，但污染物排放量下

降了11.1%。其中，汽车保有量增长

83.9%，年均增长13.0%，但污染物排

放量下降了4%。

另外，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

舶、飞机、铁路机车等非道路移动源

排放对空气质量的贡献也不容忽

视。2018年，非道路移动源共排放

二氧化硫（SO2）59.5万吨，碳氢化合

物（HC）76.2万吨，氮氧化物（NOx）

562.1万吨，颗粒物（PM）44.5万吨；

NOx和PM排放与机动车相当。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决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

坚战，统筹“油、路、车”，提升移动源

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降低移动源污染

物排放，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移动源尾气已成大气污染重要来源

哈电电机哈电电机：：从从““制造制造””到到““智造智造””彰显中彰显中国国““动力动力””风采风采
始建于1951年的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生产大、中型发电设备的重点骨干企业。60余年来，哈电电机创

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引领中国电力装备发展不断向前。企业制造的白鹤滩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不断挑战世界水电装备制高点，

推动中国水电向世界水电“无人区”迈出坚实一步。图为工人在大型数控镗床上加工水轮机顶盖。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