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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能源转型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 第五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部分嘉宾发言摘编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

省，是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集中、特

色最鲜明的省份。作为全国优质清

洁能源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将在推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方面

贡献更多力量。

近年来，四川省深入贯彻“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和国家

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目前，四川省已基本确立以清洁

能源占主导的能源生产结构：水能资

源居全国第二位，风电、光伏发电资

源居全国第七位，“三江”水电基地

建设已初具规模，世界第七大水电

站和第二大水电站相继建成投产。

2020年全省水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

分别占全国22%和25.9%，均居全国

第一。全省水电外送电量目前已累

计超过1.14万亿千瓦时，其中，“十三五”

期间就达7000亿千瓦时。

同时，四川省也基本形成以清洁

能源为主体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

洁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占比，对于践

行绿色低碳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

四川省不断深化能源供给侧、需求侧

改革，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

加速转变。一方面着力缓解川西“送

出难”问题，另一方面立足省电力交易

平台，不断丰富省内市场化交易品种，

持续拓展清洁电力消纳空间。同时，

积极响应用户需求，在工业生产、农业

发展、现代交通、生活消费等领域深入

实施电能替代、清洁替代。2020年，

全省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2%，

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38%，比

2030年全国目标高出13%。

此外，四川省还初步构建了自主

研发为支撑的装备产业结构，经过多

年努力，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成为

全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已成为全国清

洁能源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自主

研制单机100万千瓦水能发电机组顺

利投入运行，自主研制中国首台亚太

单机最大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成功

跻身世界最佳海上风电榜单，成功研

制华龙1号核电技术，使我国具备了

批量建设第三代核电机组的能力。

2020年，四川省工业能源装备产

业业务收入突破1600亿元，初步建

立国际国内多边合作的能源合作态

势，与重庆、贵州、云南签署合作协

议，不断推动能源互利，提高能源效

率和能源保障能力。

当前，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已成

为全球能源发展的主要趋势，发展

水电及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任务，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途径，是坚

持绿色发展、开创美丽四川，建设新

局面的必然选择。四川省将始终以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为引领，充分发挥全省清洁能源

资源和产业优势，以深化全国优质

清洁能源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示范

省建设的实际成效，诠释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未来，四川省将推动能源生产消

费，形成新格局，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是保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治本之策。将聚焦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三江水电

基地建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

模，加快水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基地

建设。预计到2025年，四川省水风

光装机发电量将保持全国第一，具备

打造全国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可再

生能源综合开发基地的发展潜力，全

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高到88%左

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42%

左右，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进一步降低。

此外，四川省还将推动能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重点培育一

批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奠定

四川未来产业地位的战略性支撑产

业，前瞻布局氢能、地热等新型可再

生能源；同时推动能源合作迈上新台

阶，进一步加大和兄弟省市在能源合

作力度，协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能源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积极

参与国际双边、多边能源合作。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梁武湖：

“十四五”四川清洁能源占比将达88%

近年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

团”）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低碳转

型，大力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

风力发电规模保持世界领先。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包括低风速

风机的各类风机制造技术，风机产

销累计市场份额居国内领先。

同时，国家能源集团积极践行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国际能

源项目合作，目前在境外已成功投

资建设运营13个境外项目，分布在

印尼、南非、乌克兰等9个国家。

众所周知，东盟是全球经济最

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能源需求旺

盛。中国与东盟的可再生能源合

作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结合

日益紧密。国家能源集团未来将

继续在东盟地区开拓新产业，打

造一批高品质、示范性、战略性的

清洁能源项目；坚持创新发展，扩

大可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开发、

智慧能源项目应用和推广，并将

从五个方面同东盟伙伴关系国和

相应企业共同肩负起经济恢复和

能源转型的双重使命：

一是坚持开放包容。利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建设的成功

经验，继续在东盟地区开拓新产业，

打造一批高品质、示范性、战略性的

清洁能源项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坚持共建共赢。主动融入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高教育

医疗水平，促进民生福祉，营造与利

益相关方互利共赢的生态圈，让项

目开发成果更好地惠及当地人民。

三是坚持绿色低碳。中国推动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取

得新的成效，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国

家能源集团愿意将这些经验付诸东

盟地区的具体实践，坚持投资项目

绿色低碳属性，协助政府和企业提

升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四是坚持创新发展。扩大可

再生能源一体化项目开发、智慧能

源项目应用和推广，在技术交流、

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标准对接、产

能合作、功能示范等领域全方位加

强合作，支持所在国提升能源创新

能力和水平。

五是坚持国际规范。秉承公平

竞争理念，自觉遵守投资所在国家

的地区法律法规、文化宗教习俗以

及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和操作惯

例，树立企业的良好国际形象。

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积极

响应《巴黎协定》与东盟伙伴关系国

家和企业深化合作，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推进东盟地区高

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驱动绿色

复苏，实现绿色发展。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冯树臣：

肩负起经济恢复与能源转型双重使命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电建”）作为全球最大的

电力承包商，同时也是全球清洁低碳

能源开发和建设领域的引领者。东

盟是中国电建拓展全球业务，服务当

地客户，推进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

市场。中国电建将与东盟各国紧密

合作，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服务当

地客户，回馈当地社会。

近年来，随着东盟整体经济的快

速发展，东盟各国对于清洁能源的需

求也在快速增长。中国电建在老挝、

柬埔寨、越南与各类合作伙伴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令人瞩目的合

作成果。

在老挝，中国电建投资建设了

第一个BOT水电站项目——南俄5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2万千瓦，项

目自2012年12月2日首台机组正式

投运以来，已累计向老挝提供了超33

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每年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22万吨，成为首都万象

和北部地区的稳定优质电源。

作为中国电建首个全流域投资

开发的梯级水电站，老挝南欧江流域

梯级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127.2万千

瓦，年均发电量50.17 亿千瓦时，是

“中老经济走廊”“澜湄合作”、老挝打

造“东南亚蓄电池”发展战略的重点

工程之一。

项目在建期间，中国电建始终坚

持“最少的淹没，最少的搬迁，最小的

环境影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现在

的南欧江青山环绕、碧水蓝天，一座座

落成的移民新村光彩夺目，与7个电站

相互映衬。中国电建在南欧江践行了

当初的诺言，继续为移民生计和社区

发展努力，进一步提高移民的生活水

平和改善电站周边公共资源配置。

在柬埔寨，中国电建投资建设了

甘再水电站，电站总装机容量19.3万

千瓦，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相

当于减排超340万吨二氧化碳。电站

的建成不仅为当地提供了清洁的电

力，还为当地提供了城市供水及灌溉

等辅助功能。

在越南，中国电建累积建设新能

源项目超540万千瓦，每年为当地减

排650万吨二氧化碳，为170万户家

庭提供绿色电力。

此外，中国电建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

坡、文莱等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而

深入的合作。这预示着中国电建与

东盟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和无比光明的合作前景。

中国电建一直致力为全球各国

政府、合作伙伴提供绿色、低碳、可持

续的电力解决方案，将一直秉持“一

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共商、共建、

共享”的合作理念，与东盟各国紧密

合作，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服务当

地客户，回馈当地社会。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燕明：

为全球提供绿色低碳的电力解决方案

作为四川省最大的地方能源企

业，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川投集团”）自成立以

来，就积极与大型央企、地方政府通

力合作，长期致力打造能源支柱产

业，坚定地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取得了初步成效。

川投集团成立于1988年10月，

是四川省成立时间最早、资产质量

优异、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门类齐全

的国有资产经营主体，也是重点建

设项目的投融资主体之一，已发展

形成能源产业、大健康产业与战略

新兴产业的“一体两翼”产业布局，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保持行业先进和

省属企业领先水平。

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展壮

大四川特色优势产业的决策部署，

川投集团充分利用四川丰富的水电

资源优势，与国投、国电、大唐、华

电、国电投、华能、神华等央企通力

合作。面对四川全社会用电量增幅

逐年下降、装机容量大幅增加、“计

划电量、计划电价”双降的严峻形

势，在推进水电、火电和新能源稳

步发展的基础上，川投集团抢抓新

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机遇，积极探索

新型商业模式，参与四川省能源互

联网的建设，成立该省售电规模最

大的国有公司——川投售电公司，

大力拓宽电力销售渠道，确保集团

在全省能源产业中的领军地位不

动摇。

目前，川投集团参控股电力总

装机超 4000 万千瓦，占四川省总

装机规模的 40%。在大中型水电

投资建设、数字化电站运行维护、

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应用、绿色金

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上

市公司川投能源，以及田湾河梯级

水电站、川南发电等电力项目，参

股雅砻江、大渡河等优质项目，全

面启动了尼泊尔马相迪水电站融

资和工程建设，并购了格鲁吉亚卡

杜里水电站。

近年来，川投集团始终秉持“一

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机

制、理念和资源禀赋、规划先行的开

发逻辑，紧抓中国与东盟各国进一

步深化能源合作的契机，先后启动

了印尼水电、菲律宾风电、缅甸气电

等项目研判工作，跟踪缅甸综合能

源应用产业园，努力打造东盟清洁、

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展望未来，川投集团将在水电、

风电、光伏、气电、智慧能源、综合能

源服务等各个领域“万箭齐发”，蓄

力打通电力生产、发、配、售、管全过

程、全产业链，建设成为中国一流

的清洁能源产业投资运营商，为如

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与此同时，川投集团将始终坚

持多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

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

推动能源产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的高

质量发展。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体斌：

川投集团将在各能源领域“万箭齐发”

（本版稿件由吴昊、朱黎编辑整理）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二级调研员郭涛：

实现“双碳”目标应以“四化”为方向

目前，全球正快速推进能源清洁

低碳转型，减碳脱碳技术将成为能源

领域技术研发和攻关的重点，而中国

能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着清洁

化、电气化、数字化和标准化的趋势。

当前，中国水电已具备百万千瓦

级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特高

坝和大型地下洞室设计施工能力世界

领先。其中，三峡电站是世界装机容量

世界第一的水电站，向家坝电站是世界

已建单机容量最大水电站，白鹤滩电站

是世界在建单机容量最大水电站。

在风电方面，目前，中国风电机

组大型化趋势明显，风电技术创新取

得重大突破。中国已具备大兆瓦风

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陆上风电单机

容量3MW市场占比显著增加，7MW

风机已发布，形成了以陆上双馈+海

上半直驱为主要技术路线；海上风电

5MW机组成为主流机型，5MWM~

8MW机型逐步进入商业化运行阶

段，16MW风机已发布。同时，低风

速风电技术领跑全球，大叶轮、高塔

架推动了低风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

发利用；适应高海拔、低温、冰冻等特

殊环境技术、智能控制等系统技术也

在不断优化升级。

在光伏方面，中国光伏电池的实

验室转换效率已经多次创造世界纪

录，规模化量产电池转换效率也持续

提升。2020年，规模化生产的单晶硅

电池均采用PERC技术，平均转换效

率为22.8%，较2019年提高0.5个百

分点；采用PERC技术的多晶黑硅电

池转换效率达到20.8%，较2019年提

高0.3个百分点。同时，大尺寸电池

与大功率组件发展迅速。电池尺寸

逐步向 166mm、182mm 及 210mm

过渡，采用210mm尺寸电池的大尺

寸N型组件功率最高可达700W。

在储能领域，抽水蓄能是当前技

术最成熟、经济性最优、最具大规模

开发条件的电力系统绿色低碳清洁

灵活调节电源，与风电、太阳能发电、

核电、火电等配合效果较好。目前，

开发建设进入高峰期。与此同时，中

国新型储能主流技术总体也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

储能技术进入商业化示范阶段，基本

实现了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国产化。

此外，在氢能领域，在煤焦化或

气化制氢、甲醇裂解法制氢、天然气

制氢和水电解制氢四种制氢技术中，

电解水制氢在消纳风、光等可再生能

源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被看作是未

来主流制氢方式。

中国碳排放总量大，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世界

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20

年，能源碳排放99亿吨，占全球31%，

而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

展任务艰巨，电力需求还将刚性增

长。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

构偏煤、能源利用效率偏低，2020年，

非化石能源比重15.9%，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比36%，煤炭消费比重57%，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碳达峰、碳

中和应以“四化”（清洁化、电气化、数

字化、标准化）为方向，加强“两个支

撑”（科技创新支撑、政策机制支撑），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