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发展 Energy DevelopmentEnergy Development
202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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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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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这场号称“富有成果”的峰会，在处

理气候问题方面再次被各界认为“给世

界留下了一个空洞的承诺”。一些环保

组织和气候专家对峰会公报中虚无缥缈

的空谈表示失望，认为这些承诺缺乏具

体实施计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

评价说：“G7会议一直因大胆承诺但最

终违背承诺而臭名昭著。通常，这些领

导人的愿景并没有国内立法的支持。”

应对气候问题
G7再次许下空洞承诺

□ 章建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

入新时代，我国的能源发展也进入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

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

新时代中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中国特色能源发展新道路。

在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

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能源生产

和消费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能源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步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征程。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能源行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

固树立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

展的优先目标，加强能源民生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能源普

遍服务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能源生产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基本

形成了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安全

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能源发展取

得显著成就，能源供给和储备体系

不断完善，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

强。202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达 41 亿吨标准煤，原油产量回升至

1.95亿吨，天然气产量达1925亿立方

米，发电总装机达22亿千瓦，西电东

送能力达2.7亿千瓦，油气管道总里

程达17.5万公里，县级行政区全部通

上大电网，基本实现农村动力电全

覆盖，14亿人口人人享有电力，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得到有效

保障。

能源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农业农

村现代化离不开充足的能源保障。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坚持适度超前原

则，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用能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实施全面解决无电人口问题三年行

动计划，2015年底全面解决了无电人

口用电问题。我国高度重视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着力补齐农村电网发展

短板。实施小城镇中心村农网改造

升级、平原农村地区机井通电和贫困

村通动力电专项工程。2018年起，重

点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和抵边村寨农

网改造升级攻坚。加快天然气支线

管网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管网覆盖

范围。在天然气管网未覆盖的地区

推进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供应网点建设，因地制宜开发

利用可再生能源，改善农村供能条

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取得明显进

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用能条件和居住

环境。

坚定走绿色、低碳能源
发展道路

坚持清洁低碳导向，建设多元清

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我国能源行业

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鲜明导

向，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先发展非化石能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

推进能源革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不断优化，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

快，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不断提高。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可

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占全球可再生能

源总装机规模的1/3，成为全球可再

生能源的中坚力量。水电、风电、光

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

持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增长到10.83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

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接近

50%，达到约49.2%。

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国策，建立了能源消费总量和

强度双控制度，把节能指标纳入生态

文明、绿色发展等绩效评价体系。“十

三五”以来，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低

于3%的增速支撑了经济的中高速增

长，202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重降低56.8%；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

高，2012年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累计降低24.6%，相当于减少能源

消费12.7亿吨标准煤。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提出了明确时间表。国家能源局着

眼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

大目标任务，锚定 2030 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

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积极制定相关

政策措施，加快推动碳达峰工作成势

见效。

能源技术从引进跟随
向自主创新转变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我国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

快能源科技自主创新步伐，推进能源

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协同技

术进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构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为主，向

“创新、主导”加速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提升

能源科技水平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

突破口，加快能源科技自主创新步

伐，加强国家能源战略科技力量，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形成能源科技创新

上下游联动的一体化创新和全产业

链协同技术发展模式。在全球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下，我国能

源行业加快传统能源技术装备升级

换代，加强新兴能源技术装备自主

创新，清洁低碳能源技术水平显著

提升。

——依托重大装备制造和重大

示范工程，推动关键能源装备技术攻

关、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我国建立

了完备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水

平明显提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安

全可靠的电网，供电可靠性位居世界

前列。一大批能源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蓬勃兴起，技术进步已成为推

动能源发展动力变革的基本力量。

——制定能源技术创新规划和

《能 源 技 术 革 命 创 新 行 动 计 划

（2016—2030 年）》，提出能源技术创

新的重点方向和技术路线图。我国

深化能源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参

与、多方协同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

加大重要能源领域和新兴能源产业

科技创新投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依托骨干

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建成一批高

水平能源技术创新平台，有效激发各

类主体创新活力。实施重大科技项

目和工程，实现能源领域关键技术跨

越式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能源发展，为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也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世界经济

增长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可再生

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有力促进了以

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技

术的快速进步，成本快速下降，经

济性显著提升，推动全球可再生能

源，特别是风电、光伏发电加快成

为新增主力能源。

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能源
市场体系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能源行业深入推

进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建设高标准能源市场体

系。同时，加强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

的导向作用，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和全

行业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支持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的财税金融体制，为能

源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油气勘探

开发市场有序放开，油气管网运营机

制改革取得关键进展，实现管输和销

售业务分离；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设积极推进，逐步构建起了由中长

期交易体系、辅助服务市场和现货试

点单位组成的电力市场体系；“放管

服”改革取得重大成效，取消下放

72%的审批事项。

深化重点能源领域和关键环节

市场化改革，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

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

机制。一方面，大力培育多元市场主

体，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竞争，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

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能源

资源配置效率，保障竞争公平，另一

方面，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

总体思路，稳步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竞

争性环节价格，促进价格反映市场供

求、引导资源配置；严格政府定价成

本监审，推进科学合理定价。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能

源行业不断深化能源领域对外开放，

持续减少能源领域外商投资准入限

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能源领域外商投资

准入限制持续减少。全面取消煤炭、

油气、电力（除核电外）、新能源等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推动广东、重庆、

浙江、湖北、海南等自由贸易试验区

能源产业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

五”时期乃至 2035 年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能源工作指明了方

向。能源行业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刻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

做好能源工作的根本保证，全力以赴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做好能源工作

的首要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和民生福祉改善是做好能源工作的

中心任务，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是做好能源工作的理念先导，大力推

进能源制度建设是做好能源工作的

重要保障。要着眼保障能源安全和

应对气候变化两大目标任务，不断推

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

战略走深走实。

（作者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

青海今年已减排
二氧化碳3400万吨

本报讯 截至目前，青海省2021年

清洁能源发电量323.77亿千瓦时，相当

于替代原煤1166万吨，促进减排二氧化

碳3400万吨。

地处“三江之源”，青海省太阳能和

水能资源优势突出。日前，来自国家电

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消息称，截至

2020年底，青海省清洁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达到3638万千瓦。今年以来，清

洁能源发电量323.7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0.3%。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

量的82.8%。

“目前，青海省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

水平较高，新能源开发力度大，清洁能源

装机和发电量规模占比较高，形成了清

洁高效的能源供给结构。”国家电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刘庆彪说，这

为青海推动能源低碳安全和高效利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青海新能源利用率始

终保持在95%左右。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落实国网公司

双碳行动方案，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研

究，引领支撑清洁能源发展。”刘庆彪介

绍，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还将全力

拓展电能替代领域，创建全“绿电”生产、

全“绿电”旅游示范窗口，推进区域能源

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骆晓飞 解统强）

我国新能源汽车数量
约占全球总量一半
本报讯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消息称，截至2021年5月底，我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80万辆，约占全

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50%。新能源汽

车的快速发展，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据了解，今年1月~5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7万辆和95万

辆，同比均增长2.2倍，市场渗透率达

到8.7%，增长势头强劲。与此同时，新

能源汽车配套环境日趋完善，截至今

年4月，全国已累计建设充电站6.5万

座、换电站644座，各类充电桩187万

个，建成覆盖176个城市、超过5万公里

的高速公路快充网络。

据预测，今后5年~8年，我国将有

大量国IV标准及以下的在用车辆逐步

面临淘汰替换，给新能源汽车市场带来

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5年电动汽车产

销增速预计将保持在40%以上。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付炳锋 6 月 18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21中国汽车论坛上表示，“随着新能

源汽车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汽车市场将

发生明显改变：一是能源使用结构将产

生改变，绿色能源利用率大大提高；二是

电池、电机等新材料供给将达到新的平

衡，形成供给的重要保障能力；三是充换

电基础设施布局显著扩大，充电设施智

能化将得到普及；四是新能源汽车相关

配套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将更加完善、

健全。” （王辰阳 高 亢）

坚定不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左图：建设中的白鹤滩水电站（5月31日摄）。近日，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实现全线浇筑到顶，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

段。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流下游河段上的白鹤滩水电站，是开发和治理长江上游的重要

水电工程，是国家能源战略布局“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

万千瓦，计划于2021年7月首批机组投产发电，2022年7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上图：空中俯瞰岱山4号海上风电场（5月16日摄）。近日，位于浙江舟山北部海域的岱山4号海上风电场并网接入

工程顺利投运，开始正式并网运行发电。海风“送来”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供给鱼山岛绿色石化基地。浙江省舟山市

北部海域的岱山4号、嵊泗5号、6号海上风电场是浙江省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群。此次正式并网的岱山4号海上风电场

共设风力发电机组54台，总装机规模为234兆瓦，每年上网电量可达6.18亿千瓦时。该电量将全部用于浙江舟山绿色

石化基地，持续为舟山绿色基地注入绿色动力。（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