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1 星期二
本版编辑：焦红霞 Email：zhgggb@163.com 热线：（010）56805028

006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能源快报

“江南煤海”
贵州能源产业恢复加快

本报讯 黔电送粤月度送电量和风

电、光伏、水电发电量均创历史新高，煤

炭、电力增加值均连续多月正增长……

日前，来自贵州省能源局的消息称，当前

贵州能源行业整体呈现企业生产恢复加

快、能源要素保供平稳充分的良好态势。

据了解，能源产业是贵州省较早实

现全面复工复产的产业。截至6月底，

贵州省煤炭产业增加值连续4个月实现

正增长，电力产业增加值连续2个月实

现正增长，全省发电量连续3个月实现

正增长。风电、光伏、水电上半年的发电

量均创历史新高。

贵州作为“西电东送”工程南线主要

电源省，7月份黔电送粤电量达到6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3%，环比增长

27%，比历史最大单月送电量多5.7亿千

瓦时，创黔电送粤单月送电量历史新高。

能源要素保供方面，上半年贵州省

电煤供应量2926万吨，电煤实现进大于

耗，没有出现缺煤停机影响全省运行的

情况；煤层气生产、利用量、利用率同比

分别增长15.3倍、28.3倍和68.3%；页岩

气生产、销售、利用率同比分别增长8.4

倍、7.1倍和86.1%。 （潘德鑫）

2017年7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启动仪式。 （水电总院供图）

□ 马琳琳 郭雁珩 艾 琳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

高速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已持

续多年领跑全球。随着数据利用技

术的不断成熟，产业信息化时代逐渐

来临。海量的可再生能源数据在收

集、挖掘、分析和整理中得到“提纯”，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我们不是大数据的生产者，但

我们致力做好大数据的搬运工。”多

年来，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

心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可再生能源

产业信息化技术，将可再生能源产

业“星罗棋布”的能源数据修筑成磊

磊高塔，助力政府治理和决策的科

学化、现代化。

砥砺磨剑终成锋

“十余年磨剑成锋，一朝破竹势

如虹。”

2003年，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以下简称“水电总院”)开发建设

了“中国风电场工程数据库”，这标

志着中国风电产业朝信息化建设迈

出了第一步。2006年，国家发改委

委托水电总院开展全国风电建设

成果统计工作，风电信息统计纳入

行业管理体系。2009年，在国家能

源局指导下，水电总院组建“国家风

电信息管理中心”，同年，开始进行

全国太阳能发电年度建设成果统

计。2012年，受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委托，水电总院展开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审核

工作。

2013年，我国新能源进入规模

化发展阶段，项目数量和信息量持

续高速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生

物质等新能源项目单体规模小、数

量多，信息管理难度较大，项目建设

进度、发电和弃电情况统计难度加

大，行业信息监测统计亟须信息化

管理。尤其是国家推进“放管服”

后，新能源行业在地方层面存在项

目名单不时调整等情况，运用信息

化手段，对新能源项目进行核准（备

案）和建设规模指导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国家能源局批复

水电总院在国家风电信息管理中心

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信息管理范围扩大至

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分布

式能源、可再生能源微网、可再生能

源接网工程、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

电网等领域。2015年，水电总院正

式设立信息数据中心，具体负责国

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建设管

理工作。

“可再生能源信息化道路虽然曲

折，但这是历史发展必然选择。”从风

电信息统计到太阳能发电信息统计，

再到全国可再生能源信息统计，水电

总院信息数据中心勇担重任，抓住机

遇，全面发力可再生能源产业信息

化，如今，已积累了海量数据。

精准钻研促发展

“大数据时代，数据无处不在。

当数据达到一定程度，便能释放无

限能量。”近年来，水电总院信息数

据中心不遗余力夯实可再生能源产

业信息化基石，通过可再生能源信

息化，盘活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数据，

助力政府对行业的监管。

首先，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通过开发建设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可再生能源数据库、国家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国家平台”）、中国绿色

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以下简称

“绿证平台”）等一批信息化系统平

台，水电总院信息数据中心积累了

海量新能源行业数据，为政府部门

提高全国新能源发电宏观管理和事

中事后监管水平提供有力支撑。其

中，国家平台和绿证平台已具备较

大影响力。

国家平台是水电总院信息数据

中心在政府职能部门指导下组织

建设运营的首个电子政务平台，其

实现了全部新能源发电项目全生命

周期信息统计监测全覆盖，具有项

目代码管理、年度建设规模管理、

补助目录审核和绿证核发等功

能。“自 2012 年起，水电总院信息

数据中心依托国家平台先后完成

了七批次可再生能源电价补助目

录信息审核和发布技术支持工作，

涉及 1.2 万个项目、装机容量达

1.94亿千瓦。目前，正承担着全国

约2万个新能源项目补贴清单的合

规性审核工作。”

绿证平台是全国唯一绿证认购

平台。截至今年6月，全国绿证累计

交易数量约3.8万个，减少补贴资金

需求约630万元，实质性推动了我

国绿色电力消费。

其次，基于各项信息平台建设

所获取的大量行业数据和信息，多

年来，水电总院信息数据中心持续

为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提供行业信息技术支持，主要包括

行业监测统计、专项分析统计以及

舆情监测等，助力政府对行业信息

进行监测。

再次，长期以来，依靠可再生能

源产业信息化建设中大量的数据积

累，水电总院信息数据中心为相关

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提供统计数

据和技术支持，继而持续在行业内

承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策研究工

作，发挥水电总院作为政府高端智

囊机构的作用。

壮志雄心展宏图

“从浩渺的东南滨海到辽阔的

西北戈壁，水电总院信息人跋山涉

水；从湿热的南方丘陵至沟壑的北

方高坡，水电总院信息人风雨同

舟。在无数个披星戴月的日子里，

水电总院信息人怀揣着助力政府治

理能力提升和行业提质增效的理

想，聚在一起，倾注可再生能源产业

信息化事业。”回顾水电总院信息数

据中心团队过去的时光，这支平均

年龄35岁的年轻团队，始终激情满

满，勠力同心、砥砺向前。为了服务

政府行业监管，加班加点是常态；为

了协助政府出台行业政策，通宵达

旦已成习惯；为了给政府提供准确的

行业统计数据，反复核实是必然。运

用“大数据、数字孪生、空间GIS”等

新技术，水电总院信息数据中心在政

府行业监管和决策中，起到了强有力

的支撑和驱动作用，多次得到政府相

关部门及行业内高度认可。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关乎人类

未来。”2030年左右，中国的二氧化

碳排放预计会达到峰值。随着海上

风电、光热、地热、生物质等发电技

术日趋成熟，可再生能源将逐渐由

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变，成为能

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届时，可

再生能源信息化也将成为我国能源

战略转型的重要助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数据激起的惊涛骇浪，已在时

代长河里发出铿锵巨响，水电总院信

息数据中心将紧跟时代潮流，继续发

挥好“互联网+大数据”的作用，构建

更加完善的可再生能源信息化体

系，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特区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披荆斩棘、率

先垂范；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设

立，近30年的沧桑巨变，浦东新区在

全面协调发展中创造出了令人瞩目

的经济奇迹；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

问世，3年多来的耕耘求索，雄安新区

在不沿海不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奋力前行。

在我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向的时代背景下，设立

雄安新区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

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她既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的集中承载地，也是培育建设区域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又是加快构

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布局，

还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而在雄安新区综合能源规划建

设的舞台上，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以下简称“水电总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发挥技术优势、服务能

力，深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

能源发展模式，将水电总院的智慧

和精神融入到雄安新区能源发展的

基因之中，将绿色、清洁、低碳、高效

的综合能源发展理念深深地镌刻在

雄安大地上。

综合能源——
绿色清洁 低碳高效

何为综合能源系统？综合能源

系统是指在规划、建设和运行过程

中，通过对能源的生产、传输与分

配、转换、存储、消费等环节进行有

机协调与优化后形成的新型能源产

供销一体化系统。综合能源意味着

能源行业从产业链纵向延伸走向横

向互联，服务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

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为何发展综合能源？北京、上

海等城市长期以来形成了供电、供

热、供气等业务条块分割的局面。

伴随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

结合，能源的消费侧革命呼之欲出，

将传统能源业务整合而成一体化的

综合能源系统逐渐成为能源行业发

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能源系统的源-网-

荷-储-用等组成要素的生产运行管

理日趋复杂，呈现出能源技术与信

息技术相互促进、集中供应与分散

产销互为补充、化石能源与清洁能

源加速竞合等特点，供电、供热、供

气等业务的界限逐渐模糊，将不同

品类能源整合为综合能源系统从技

术角度成为可能。

从投资管控角度来看，统筹安

排供电、供热、供气等能源项目建

设，有利于优化能源项目的投资规

模和建设进度，减少重复投资、便于

站网协调；从运营管理角度来看，利

用智慧能源技术构建综合能源服

务平台，整合和优化不同品类能

源的生产运行调度，能够降低设备

运维和销售服务成本，提升运营

管理效率。

综合能源系统打破了传统能

源的条块分割局面，对于分布式光

伏、储能、中深层地热、浅层地温

能、污废能源等本地分布式或低品

位能源更加友好和富有弹性，有利

于提升清洁能源比例，促进清洁能

源利用。

综合能源如何实践？

在规划层面，雄安新区将建设

综合能源站、可再生能源开发、智

能能源网络和管理系统等工程，打

造绿色电力、智能能源、高效节能

等系统。

在方案层面，雄安新区广泛借

鉴综合能源方案，包括中深层地热、

供热系统建设、燃气三联供实践等

经验，力争将不同品类能源最先进

的发展理念和项目经验引入到雄安

新区综合能源体系之中。

在实施层面，尽管面临规划条

件不断变化、政策边界条件不明朗

以及跨领域协调难度大、建设任务

重、项目经济性不足、招标管理难度

大等多方面困难，中国雄安集团基础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建设

公司”）作为承接主体，持续开展综合

能源系统的建设运行管理工作。

能源智库——
服务引领 责任担当

在开展雄安新区综合能源服务

业务过程中，水电总院项目团队始

终秉承“服务、引领、责任、价值”核

心理念，坚持以服务为支点、以创新

为己任、以担当为抓手，勇敢走出

“舒适区”，经过3年多的摸爬滚打，

树立了水电总院在雄安新区综合能

源业务领域的品牌和价值。

3年以来，水电总院党委书记、

董事长郑声安为雄安新区综合能源

规划建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宏观管理层面确定了水电总院参

与雄安新区业务的主要原则；在业

务开拓层面积极促成水电总院与众

多优秀企业在雄安新区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在人员安排

方面支持选派精干人员参与雄安新

区现场工作。

3年以来，水电总院总经理彭程

持续关注雄安新区的成长发展，关

心支持水电总院雄安项目团队的工

作进展，并从一名资深能源专家角

度对雄安新区综合能源规划建设提

出诸多独到见解，为水电总院雄安

项目团队开展雄安新区业务指明了

方向。

3年以来，水电总院院长助理

宋欣带领水电总院雄安项目团队，

紧紧围绕雄安新区综合能源发展出

谋划策，相继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咨

询服务工作，为雄安新区综合能源

规划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1

月，水电总院赵良英借调到基础建

设公司工作，担任能源事业部负责

人，从事能源业务的投资、建设、运

营管理相关工作，包括能源规划衔

接、能源业务研究、能源公司筹建、

项目前期管理等。两年中，赵良英

践行了“把总院智慧带给雄安，把雄

安精神带回总院”的初心，展现了水

电总院人的工作能力、服务意识和

担当精神。

从2017年11月水电总院成立

雄安项目部，到2017年8月～12月

整合中国电建集团河北院、湖北院、

上海院、中南院、北京院、西北院等

兄弟企业的优势力量，编制完成《雄

安新区能源发展规划研究》等一系

列研究成果，再到2018年 3月～7

月将雄安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从规划

阶段延伸至建设期和运营期，主动

开展雄安新区综合能源建设管理模

式研究……水电总院在实践综合能

源服务过程中，开展系列高端技术

咨询，探索高效能源管理模式，推进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得到了国家能

源局的积极认可和雄安集团相关负

责人的积极肯定，相关成果对雄安

新区能源项目建设管理起到了引导

作用。

后记：能源就像城市的血液，赋

予城市生机，在蓝绿交织、清新明

亮、水城共融的未来之城——雄安

新区，综合能源的理念和目标将一

步步得以实现。正如雄安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所提倡“无

改革创新，无雄安价值；无文化传

承，无雄安未来”，雄安新区将是一

片创新、传承的沃土。

（水电总院雄安项目部提供）

专题 TopicTopic

可再生能源产业信息化 助力政府智慧科学决策

把绿色清洁低碳高效的符号镌刻在雄安大地上
水电总院深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能源发展模式

西气东输气源地前7个月
油气产量大幅增长

本报讯 今年前7个月，虽然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波动双重影

响，但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截至

7 月31日已生产油气当量1808万吨，

同比增加154万吨。

来自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的消

息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扎实有序推

进重点井油气生产和重点项目建设，目

前原油产量完成年度计划的60.7%，天

然气产量完成年度计划的58.4%。

同时，塔里木油田在投资下降的情

况下，通过降本增效，今年新建油气产能

当量完成计划的100.34%，取得近5年

同期最好产能建设成绩。

为实现高效开发，塔里木油田常态

化开展老油气田综合治理，加快落实有

潜力关停井的复产措施，让“沉睡井”高

效复产，老油气田递减趋势减缓，全面恢

复老油气田生产能力，构建合理的开发

秩序。

塔里木油田是西气东输主气源地之

一，承担着向华东、华北120多个大中型

城市约4亿人口、3000余家企业的供气

任务。根据塔里木油田加快油气事业发

展规划，油田油气产量当量将在2020年

和2025年分别达到3000万吨、3500万

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供应。

（顾 煜 杜 刚）

大亚湾核电基地
建立珊瑚保育区

本报讯 在8月 7 日举行的中国

广核集团第八届“8·7公众开放体验

日”活动上，“大亚湾核电基地珊瑚保育

区”正式揭牌，并完成首批断枝珊瑚苗

圃培育。

大亚湾核电基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

大鹏半岛，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

站一期、岭澳核电站二期共6台百万千

瓦级核电机组。2019年发布的《大亚湾

核电基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显示，大

亚湾核电基地11公里蜿蜒的海岸线为

珍贵的珊瑚提供了安居的港湾，也是一

座“天然”的珊瑚保育基地。

活动当天，作为首席珊瑚保育官，

“水哥”王昱珩潜入海底为“大亚湾核电

基地珊瑚保育区”挂牌。随后，他回到岸

上，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华南

项目主任张诚，以及观看直播的广大网

友，共同见证了“大亚湾核电基地珊瑚保

育区”正式揭牌。

资料显示，全球珊瑚礁覆盖面积不

足海底的2‰，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

供生活环境，被称为海底的热带雨林，为

海洋生物繁衍生息提供生态空间。维护

生物多样性，珊瑚保育是一个非常基础

和核心的工作。

（周自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