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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
和消费国，在传统的资源依
赖框架下，我国能源安全将
难以得到保障，必须坚定以
技术依赖为核心的能源转型
路径，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行
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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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国家电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清洁

能源发展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转变，全力

建设一批世界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积极探

索多能互补、打捆调剂等能源模式，打造面

向未来的产业结构和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构筑清洁能源制高点。

共创中国能源新时代
引领全球能源新时代

6~7版

视 点

技术创新是能源转型最大推动力
——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

新一轮能源革命正重构世界能源版图

□ 本报记者 朱 黎

从摆脱资源依赖到走向技术创

新，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

国和消费国，正在为世界贡献可行的

能源转型中国方案。在转型关键期，

应如何化解国家能源安全矛盾？针

对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原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俊峰。

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在全球能源变革背景下，如何才

能做好能源安全这篇大文章？“技术创

新是能源转型的最大推动力，更是平

衡能源安全各维度的重要工具。”面对

记者的疑问，李俊峰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年来，李俊峰曾在多个公开场

合强调“技术依赖”是推动能源变革

的基石，呼吁行业跳出固有的思维定

势，以多维视角解读能源安全。

“当代能源安全已经不再局限于

以国家层面能源供需安全为核心的

传统观念。”李俊峰认为，随着化石能

源利用弊端的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已

演变为包含能源的战略、技术、商业、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性概

念，成为全球共同的挑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2年~

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

高了5个百分点，欧盟总的能源消费

减少了8000万吨油当量，可再生能

源供应却增加了1.26亿吨油当量；近

几 年 来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国家新增的能源主要依靠

可再生能源满足；此外，中国的煤炭占

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达到了58.7%，

煤电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可再生

能源发电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其中非

水可再生能源提高了9个百分点。

“这 9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了

7000亿千瓦左右的电量，相当于近3

亿吨标准煤，令电力变得更加可靠，

大幅提高了能源安全性。”李俊峰对

记者分析说。

来自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近

两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均低于2013年

的42.4亿吨，“十三五”期间，长三角、京

津冀鲁重点地区煤炭消费量预期比

2015年下降5%~10%，用能结构向更

加清洁化、低碳化、多元化转型。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

长李福龙也表示，2018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达

14.3%。经过今明两年的努力，可以

实现2020年达到15%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富煤贫油少气”

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征，也是制

定能源政策不得不考虑的国情。对

此，李俊峰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大能

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传统的资源依

赖框架下，我国能源安全将难以得到

保障，必须坚定以技术依赖为核心的

能源转型路径，为国际社会提供可行

的“中国方案”。

与我国相同，长期以来，煤炭是

德国的主要能源，燃煤发电一度占比

高达80%以上。然而随着全球能源

转型加速推进，德国加快了退出煤炭

能源的进程。今年较早前，德国政府

决定在2038年前逐步实现停止使用

煤炭能源，随后在9月，政策支持再

度加码，德国政府计划通过立法拨款

400亿欧元，帮助煤炭产区向可持续

经济转型。

“事实证明，从资源依赖走向技

术依赖，这条以德国为代表的能源转

型之路，才是符合世界各国能源发展

的明智选择。技术具有不断进步、可

叠加、可积累、永不退步的属性，技术

依赖型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为

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新动能。”

李俊峰表示。

从传统能源到可再生能源

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应用的领

军国家之一，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水

平不断提升，也有效地推动了全球技

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大。

“2014年以后我国新增的能源主

要由非化石能源提供，间接地缓解了

国家能源安全的压力。”李俊峰表示。

李俊峰介绍，在多年实践中，技

术进步为能源发展划定了三条红线：

美国的页岩油气技术成本的下降，为

全球的油气价格画了一条红线，高油

价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电动汽车的出

现与发展给石油大亨的行为画了一

条红线，他们不能再以石油断供相要

挟了；而中国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

为未来的发电价格画了一条红线，电

力价格只能是单调的下降趋势。

能源行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构

DNV GL在近期发布的《能源转型

展望》报告中分析称，电网和可再生

能源的资本支出（CAPEX）将在

2025年超过化石燃料。到2050年，

全球40%的最终能源需求将由电力

满足，其中63%来自太阳能光伏和风

电发电，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对于太

阳能产业的支持，对于能源结构转型

至关重要。

从高成本迈向平价时代

近年来，受益于产业技术进步，

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平价时代渐

行渐近。不久前，三峡新能源格尔木

500兆瓦光伏“领跑者”项目，首次实

现光伏电价低于燃煤发电标杆电价，

项目平均电价0.316元/千瓦时，比当

地煤电标杆电价低近0.01元，开启

了国内光伏平价上网的新局面。

日前，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汉元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全国光伏发电总量有2/3左右

实现了平价上网，预计明年还未达到

平价上网的比例有望降至1/4甚至

1/5，后年则可能全部实现平价上网。

“中国技术的发展引领全球可再

生能源成本下降，极大地提升了可再

生能源利用的经济性。”李俊峰表示。

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是能源转

型中的必经之路。李俊峰认为，应从

三个方面着手，加速市场化进程，推

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一是必须有全国一盘棋的思

想，围绕国家总体目标协调发展；二

是需要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承担一定

责任，先富帮后富；三是西部地区要

打破理念束缚，让资源优势转变成经

济优势。”

李俊峰对记者进一步分析说，当

前部分东部发达地区非化石能源占

比较低，拖了全国后腿。“东部省份仅

有广东省达标，如果全国各省都能达

到广东省的水平，我们将提前实现

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如

果我国可再生能源占比增长到30%

以上，能源安全问题将迎刃而解。”

□ 徐锭明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

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应对

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必由

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能源的

每一次改进和更替都推动了人类文

明和历史进步。新一轮能源革命正

在重构能源结构，重构能源业态，重

构能源市场，重构能源安全，重构世

界能源版图，重构世界能源话语权。

新的科技革命告诉我们，“互联

网+智慧”能源正在向我们走来；互

联网给能源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互联

网给能源发展带来了新课题，互联网

给能源发展、能源安全带来了新挑

战。展望未来能源，必将是能源资源

多元化，能源来源属地化，能源技术

智能化，能源生命数字化，能源生产

分散化，能源联网共享化，能源利用

高效化，能源使用便利化，能源服务

普遍化，能源经济低碳化。

掌握未来的智慧能源必将是可

再生式能源、分布式能源、民主式能

源、信息式能源、能量式能源、共享式

能源。面对未来能源发展，第一，要

全面推动能源革命，第二要主动摆脱

煤炭依赖，第三要自觉跨越油气时

代，第四要热烈拥抱零碳未来，第五

要深度实现两化融合。

2018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的讲话指出，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

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

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这

一讲话标志着我国能源革命进入了

新阶段，在新阶段，信息化数字化是

趋势，互联网化共享化是必然，分散

化低碳化是路径。数字化为能源革

命赋能，数字化将成为任何企业生存

之道中最基础的工具和能力。

能源数字化将渗透到各个层

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面对能源

革命，面对建设能源互联网，电力产

业必将迎来一次新的革命。两化深

度融合推动我国的电力革命，以能

源革命推动电力革命，以电力革命

深化能源革命；可再生能源登上历

史舞台推动电力革命，电力革命全

面推进我国的智慧能源发展；可再

生能源发展依赖电力革命，电力革命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发

展依赖能源智能化，能源智能化赋能

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依

赖能源市场化，能源市场化支持支撑

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推

动能源生态化，能源生态化促进可

再生能源发展。

总而言之，能源的智能化、市场

化、生态化是推动能源革命的新动

能，智能化、市场化、生态化是实现能

源革命的新目标。还要强调的是，推

动我国能源革命不能没有民营企业，

发展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更不能没有

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我国可再生能

源的开拓者、创业者、创新者和领跑

者，民营企业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主力军。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已

成为题中要义。质量之魂在于匠心，

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

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

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

的中国品牌。（作者系国务院原参事、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伟 赵朗报道

记者日前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获

悉，2019年西藏电网实现外送电量14

亿千瓦时，提前3个月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同时累计实现“藏电外送”电量

44.45亿千瓦时。

据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西藏水资源理论蕴藏量居我国

首位，同时还是全球太阳能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2018年西藏全年发电量

达60.84亿千瓦时，其中水力、太阳能、

地热等占比96.3%，正不断向我国内地

输送清洁能源。

该负责人表示，2015年西藏首次实

现电力外送，当年实现外送电量3.6亿

千瓦时。2018年8月，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湖南、河南、江

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等12个

省（直辖市）电力公司共同参与签订了

2019年14亿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外送

消纳合作框架协议。

针对西藏电网薄弱、电源结构单一，

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丰盈枯缺”特征

明显等具体问题，该负责人表示，“我们

提前调节规划了电网运行方式，科学安

排了电网新设备投产和计划检修工作，

保证电网重要电源、重要输送通道的安

全稳定，确保了全年藏电外送目标任务

的顺利完成。”

下一步，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将

持续扩大“藏电外送”规模，努力拓展区

外市场，力争2020年“藏电外送”规模达

到14.5亿千瓦时，使西藏清洁能源落地

我国13个省市及雄安新区。

能源动态

我 国 高 速 公 路
充 电 网 基 本 形 成

本报讯 随着充电设施在高速公路

上不断建设完善，电动汽车也有了“远

方”。新华社记者日前从国网电动汽车

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电动汽

车成为高速公路上一大主力，由此带来

高速公路充电桩日均充电量大幅攀升至

40.8万千瓦时，是平时的3.6倍，较去年

同期翻番。

京港澳、沈海、大广、长深和京哈成

为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公

路。从分布地区看，充电量排名前四位

的省份为河北、江苏、浙江和湖北。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许多

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这一矛

盾，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充电

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截至目前，已建

成京沪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十纵”，青银

高速、沪蓉高速等“十横”以及首都环线、

杭州湾环线“两环”的高速快充网络。

仅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充站

2080座、充电桩8423个，覆盖高速公路

近5万公里，连接19个省的 171个城

市。这些充电站平均间距小于50公里，

最快半小时就能充满电。

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远行信

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主要高速

公路充电量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节

假日增长更为显著。今年春节期间日均

充电量约25万千瓦时，“五一”假期日均

充电量接近30万千瓦时。

（姜 琳）

西藏电网提前
三个月完成全年任务

河北大河北大城城：：风力发电推动绿色发展风力发电推动绿色发展
近年来，河北大城县以风力发电推动清洁能源建设，大力实施100兆瓦风力发电工程。该工程利用大城县境内大广安、

安庆屯、子牙排干等排干渠河堤区域建设46台风力发电机组，总容量100兆瓦，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计划于今年12月份

全容量并网发电。图为10月11日，施工人员在安装风力发电机组轮毂连接螺栓。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