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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龙飞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承载着能源转型的历史使命，是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电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以下简

称“国网山西电力”）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政涛日前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电网是

排头兵。

众所周知，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

费，是重要的网络平台，是能源转型的

中心环节。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型经

济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和“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实现，是对电力行业的一场战

略性、全局性、革命性变革。

王政涛认为，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

议指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明确了“双碳”背景下我国能

源电力转型发展的方向。“新型电力系

统以新能源为供给主体，以确保能源电

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电力需求为首要目标，以坚强智能电

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与多能

互补为重要支撑，是传统电力系统的跨

越升级。”王政涛表示，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需以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为引领，以

能源生产清洁化、能源消费电气化为方

向，以能源互联网为平台，以科技创新

为引擎，以“六个推进”为抓手，助力山

西省电力公司建设具有清洁低碳、安全

可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为

基本特征的新型电力系统。

推进清洁替代，促进电力生产源头

减碳。国网山西电力将把新能源放在

电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把煤电从发电

主体逐步演变为调节性和保障性电

源。通过CCUS、综合能源生产单元等

火电低碳转型新技术，逐步实现存量火

电的近零碳排放。截至2021年6月，

山西省新能源装机达到3384.5万千瓦，

同比增长 34.8%，占总装机比重的

31.2%。预计到2025年，山西省新能源

装机将达到 7800 万千瓦，占比超过

40%。预计到2030年，山西省新能源

装机将突破 1 亿千瓦，成为第一大

电源。

推进电能替代，提高终端用能电气

化水平。国网山西电力要构建以电力

为中心的终端能源消费格局，深挖各领

域电能替代潜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比如，在交通领域，完善充电设施和服

务平台建设，助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发

展；在建筑领域，大力推动电采暖和屋

顶光伏，发挥山西新能源优势，积极配

合建设一批示范项目；在工农业领域，

深挖工业生产窑炉、锅炉替代潜力，持

续推进农业生产生活电气化，不断拓展

电能替代广度深度。

推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优化电

网资源配置能力。国网山西电力认

为，未来电网结构将由以大电网为主，

向大电网、微电网、局部直流电网融合

发展转变，推进电网数字化、透明化，

满足新能源优先就地消纳和全国优化

配置需要。为此，国网山西电力将在

太原等负荷中心示范构建交直流混合

配电网，全面推动电网信息物理系统

融合，由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

升级。在芮城县等地区建设村级直流

配电网试点，实现屋顶光伏的就地消

纳，因地制宜发展微电网，积极建设虚

拟电厂示范工程，支撑各类分布式资源

接入电网。

推进灵活性资源有序发展，提高系

统调节能力。在电源侧，国网山西电力

将大力推广“新能源+储能”应用，培育

“常规机组+储能”联合运行示范项目；

在电网侧，加快浑源、垣曲等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支持大同利用煤电退役机组

厂址建设新型锂电池储能项目、利用废

弃矿井建设压缩空气储能试点工程；在

用户侧，扩大可调节负荷资源库，聚合

各类资源，积极参与需求响应市场、辅

助服务市场和现货市场。

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应用，提升能源

互联网发展水平。国网山西电力将制

定并加快实施“新型电力系统科技攻关

行动计划”，加强“大云物移智链”等新

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通过多能互

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协调控制技术，提

高电网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打造电

网数字化平台，依托能源云等电网平

台，与地方政府共同打造山西能源大数

据中心，加大数据共享和价值挖掘，拓

展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构建能源互联

网生态圈。

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构建新型电力

市场体系。国网山西电力将加快推动

建设竞争充分、开放有序的省级电力市

场，实现山西富余新能源发电量在全国

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完善

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衔接机制，探

索容量市场交易机制，开展绿色电力交

易，大力推动绿色能源跨区输送。主动

参与碳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市场体制机

制创新，研究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协同机

制、碳价格与电价联动机制，激发全社

会减排动力。

本报讯 8月4日，2021隆基

股份高铁冠名列车首发仪式在山东

临沂北高铁站隆重举行。上午7点

55分，“隆基号”高铁列车从山东临

沂北隆重发车。未来一年，“隆基

号”专列将每天行驶于山东省环线，

途径济南、曲阜、枣庄、临沂、日照、

青岛、荣成、威海、烟台、潍坊、淄博

等大小近20站。

仪式现场，“隆基号”高铁专列

整装待发，高铁的头片、桌贴、海

报、天幕、车身、语音播报等均充

分展示“隆基为美好生活发电”的

品牌口号，同时展示光伏作为绿

色能源助力碳中和与乡村振兴的

各种美丽要素。

得益于政策指导、市场深挖、多

方协作、共建共赢，山东省太阳能产

业发展多年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

至2021年5月底，山东光伏装机量

达到25.33GW，全国排名第一。其

中，山东分布式累计装机新增装机

均领跑全国。

多年来，隆基股份是山东新能

源发展与落地的见证者和积极的参

与者，山东的经验显示，光伏在助力

能源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光伏产业与农村、农业深度

融合，光伏大棚、光伏养殖等成功经

验打造出乡村振兴独具特色的新样

板。光伏，为开启乡村振兴按下“快

进”键。

作为全球新能源的龙头企业，

隆基股份此次牵手高铁，正是意在

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了解光伏、认

可光伏、拥抱光伏，并从清洁能源的

应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幸福。

2020 年，隆基全球分布式实

现国内销量超 2GW，同比增长

280%；海外销量5GW，同比增长

240%，位列国内、海外分布式出货

排名双Top1。

过去的5年，隆基通过领先的

技术产品、完善的营销运维网络，形

成独具优势的品牌号召力。未来，

隆基分布式将继续发力创新，持续

为用户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高效率、高可靠、高收益”的领先产

品和完整的质量保障与服务体系，

将为合作伙伴带来非同寻常的市场

反响和用户体验，让分布式客户体

验到高品质产品和增值服务带来的

价值回报。 （魏 馨）

本报讯 8月5日，中国石化新

闻办透露，中国石化与巴斯夫同时

宣布，双方合资公司扬子石化—巴

斯夫有限责任公司将扩建南京一体

化生产基地。此次扩建包括新建

1套丙烯酸叔丁酯（TBA）装置，同

时扩建5套下游化工装置产能，将

于2023年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

将更好满足国内市场特种化学品需

求，促进国内高端新材料产业快速

发展。

此次新建的丙烯酸叔丁酯装置

是采用巴斯夫技术首次在德国以外

地区建设。丙烯酸叔丁酯是一种极

为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属于特种

化学品，具有耐水、耐油等特点，可

以衍生出多种拥有良好性能的聚合

物配方，在化学品改性方面具有巨

大潜力,广泛应用于涂料、造纸、合

成纤维等领域。

南京一体化生产基地每年可为

中国市场提供300万吨高质量化学

品和聚合物，能够满足农业、建筑、

电子、医药、卫生、汽车和化工等行

业高速增长的需求。

扬子石化兼扬子石化—巴斯夫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顾越峰表示，

中国石化与巴斯夫长期开展深入友

好合作，认真落实国家、地方政府加

快石化行业转型发展和绿色发展的

相关要求，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产业链进一步向下游延伸。此次扩

建将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高端新

材料供给，满足国内客户日益增长

的需求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巴斯夫大中华区总裁兼董事长

柯迪文博士（Dr. Stephan Kothrade）

表示，此次一体化基地扩建，是巴斯

夫与中国石化自2018年签署合作

备忘录以来迈出的重要一步。巴斯

夫将引入国际一流技术，继续加深

双方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

一体化基地优势。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

司由中国石化和巴斯夫于2000年

按5050的股比共同出资成立，被

誉为中德企业合资合作的成功典

范。该公司由扬子石化代表中国石

化对其实施股东管理，2020年实现

销售额约157亿元。

（张 宇）

“六个推进”为新型电力系统赋能
国网山西电力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政涛阐释新的能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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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号”高铁山东发轫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