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东看
沙特能源转型迎来高光时刻

6版

重点推荐

卡塔尔世界杯，沙特队战胜夺冠

热门阿根廷队，让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

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但其实，更应该

注意的是，作为中东产油国中的大户，

沙特凭着石油、天然气的“钞能力”，正踏

上80多年来的首次能源转型之旅。从

石油大国到绿色能源，沙特的野心不止

于此，他们更希望换个“活法”，改变“用

石油说话”的对外交流方式，以新能源升

级为跳板，孕育出更多元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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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能源

能源视点

今年我国海洋油气产量创新高
预计海洋石油产量达5862万吨

本报讯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

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海洋能源发展报

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预计，2022

年中国海洋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海洋石

油将贡献全年中国石油增产量一半

以上。

《报告》预计，2022年中国海洋石油

产量达5862万吨，同比增长6.9%，增产

量占全国石油增产量一半以上，渤海和

南海东部是海洋石油上产的主要区域；

海洋天然气产量达216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8.6%，约占全国天然气产量增量

的13%。

2022年，受油气价格大幅攀升带

动，全球海洋油气投资大幅增长。《报告》

显示，今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投资

有望达到 16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3%，占油气总投资的33.2%，其中，深

水、超深水投资显著增长。分区域看，亚

洲和中东是投资最高的区域，中国表现

亮眼。2022年，全球海上钻井工作量

中，近40%来自中国海域。

今年也是中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取

得重大突破的一年。《报告》指出，2022

年，中国海洋油气获得勘探新发现7个，

成功评价宝岛21-1等 20个含油气构

造，年内计划投产7个新建产能项目。

展望明年，中国海洋石油产量有望

突破6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中国石油

生产增量的领军地位；海洋天然气产量

有望突破230亿立方米。

11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
同比增长58.2%

本报讯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

11 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

72.8 万辆，同比增长 70.2%，环比增

7.9%。1月~11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574.2万辆，同比增长104.6%；11月，新

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59.8万辆，同

比增长58.2%，环比增长7.8%；1月~11

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503.0万辆，

同比增长 100.1%，保持趋势性上升

态势。

11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为

36.3%，较同期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

中，自主品牌的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

率达到 56.5%，其市场份额已达到

70.3%，遥遥领先；主流合资品牌渗透率

仍仅有5.2%，市场份额也同比再下滑

2.5个百分点，为4.2%；豪华品牌渗透率

为32.1%。

从细分车型市场来看，11月，售价

10万元以下的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占比

达22%，同比下滑了9个百分点；10万

元~20万元占比43%，提升了3个百分

点；20万元~30万元占比27%，增长6个

百分点；30万元~40万元占比5%，下降

1个百分点；40万元以上占比3.8%，增

长1.6个百分点；造车新势力的市场份额

同比下滑了7.3个百分点，为12.7%。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焦红霞编辑

整理）

□ 吴 昊

日前，科技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印发的《“十四五”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研发新型

光伏一体化技术体系，同时要求以建

筑领域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导向，积极开展光储直柔新型配电

系统、绿色消纳等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究……

得益于光伏企业在研发和创新

方面的持续投入，我国光伏竞争力得

以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光伏产业发

展不断飞跃，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

的关键方式之一，为绿色发展和能源

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光伏行业装机产量“双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

年1月~10月我国新增装机同比增

长98.7%，截至8月底，我国光伏累计

装机349.9吉瓦，仅次于火电、水电。

其中，分布式光伏发展迅猛，今年前

三季度，分布式新增装机35.33吉瓦，

占总新增装机的67.2%。截至9月

底，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量约142.43

吉瓦，占光伏累计总装机的39.8%。

与此同时，市场需求驱动了制造

端的强劲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介绍，今年前三

季度，多晶硅产量达55万吨，同比增

长52.8%；硅片产量236吉瓦，同比

增长43.0%；电池片产量209吉瓦，

同步增长 42.2%；组件产量 191 吉

瓦，同比增长46.9%。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副司长杨旭东看来，目前，我国光伏

产业在多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特别是今年以来，在疫情多发、经济

下行的压力下，光伏行业总体仍保持

平稳发展势头。他指出，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的

产量获得了长足发展，产业链各环节

的产量均创了历史新高。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

能源危机行动的推进，光伏行业发展

将长期向好。全联新能源商会秘书

长曾少军博士表示，未来承担应对气

候变化重担的，一定是新能源的“组

合”，而光伏发电是其中的主体。他

强调，光伏发电受资源限制小，能够

提供相对稳定、贴近终端用户，而且

拥有成本竞争力的清洁能源。发展

光伏发电不仅可以缓解能源紧张，推

动能源转型，还有助于促进荒漠地区

生态修复，未来将承担重要使命。

“未来，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将是

电力供应的主力军。”王勃华表示，中

国光伏发电市场储备规模雄厚，截至

目前，30个省市自治区已明确“十四

五”期间风光装机规划。根据目前公

开信息显示，其中26个省市自治区

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超406.55吉瓦，

未来四年将新增355.5吉瓦。

“专精特新”逐年增长

我国光伏行业得以在全球经济

低迷的背景下取得亮眼的发展成绩，

并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力军，与

持续的技术创新密不可分。王勃华

指出，今年1月~11月，我国光伏晶

硅电池实验室效率刷新纪录11次，

其中8次为N型电池。同时，光伏行

业“专精特新”企业逐年增长，截至

11月，已有87家企业获得“专精特

新”称号。

“我国光伏市场主体居全球第

一，在产业链四大环节全球前十的名

单中，均有7家以上。”曾少军表示，

光伏民营企业具有埋头苦干的创新

精神，推动了我国技术的领先。他强

调，当前，中国光伏行业制造成本优

势明显，产业链配套完整，在装备、辅

材等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拥有竞争力。

得益于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在

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持续投入，我国

光伏竞争力得以不断提升。据晶澳

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裁

杨爱青介绍，中国光伏企业积极投入

研发与创新、降本增效，在光伏电池

方面屡次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中国光伏主要生产环节设备基本已

经实现全面国产化，且在成本、技术、

服务等全面处于领先水平。

“历经十数年更迭，中国光伏产

业实现了从原料、市场、设备‘三头在

外’到光伏制造业世界第一、中国光

伏发电装机量世界第一、中国光伏发

电量世界第一的三项‘世界第一’转

变。”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黄海燕表示，我国在光伏产业链布

局、生产成本和技术工艺等各方面都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黄海燕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光伏

技术研发投入全球第一，在关键核心

技术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技术处于全

球领先水平，截至2022年一季度，中

国光伏专利申请量占全球光伏专利

总申请量的80％。目前，我国光伏

行业已全面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全球性的规模

化优势。

国际市场机遇挑战并存

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突破，在国

内装机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抓住

了国际市场涌现的机遇。王勃华指

出，今年1月~10月，光伏产品出口

呈现量价齐升态势，光伏产品（硅片、

电池片、组件）出口总额约440.3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90.3%。

今年的国际市场中，欧洲对光

伏的需求攀升，我国出口到西班牙、

德国、波兰市场份额增长明显。在

黄海燕看来，能源安全问题催生了海

外能源需求增加。她指出，在地缘政

治风险依然存在的背景下，欧盟正式

推出“REPowerEU”能源计划，加快

推进光伏产业，提高可再生能源占

比，计划2025年光伏装机达320吉

瓦，力图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快速推

进能源转型。

不过，在机遇来临的同时，国际

市场的挑战依然存在。杨爱青表示，

当前，光伏贸易摩擦正在加剧，印度、

美国、欧盟的关税正在给出口带来挑

战。其中，印度从今年4月1日起，针

对进口太阳能组件和电池分别征收

40%和25%的基本关税，目前来看，

中国光伏产品进入印度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此外，土耳其针对中国光伏的贸

易摩擦风险也在涌现。据杨爱青介

绍，土耳其于2017年4月对华光伏

组件反倾销案作出仲裁决定，认为中

国进口涉案产品存在倾销，并对其国

内产业造成损害，决定对中国产品征

收为期五年的反倾销税；今年3月26

日，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2022/10号

公告，应土耳其生产商申请，对原产

于中国的光伏组件启动第一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黄海燕认

为，光伏产业应当加速产业链全球化

布局，将我国光伏产业链部分现有产

能、尤其是新增产能向全球转移，加

强和当地或国际企业合作，实现光伏

产业从全球销售向全球生产转变，淡

化中国对全球光伏全产业链垄断的

印象，实现中国光伏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石油、天然气管道作为国家能源

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能源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

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

至关重要。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施行，为保

护管道设施安全，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和公共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贵州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2017年制

定了《贵州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

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

轨道。《办法》实施以来，贵州省石油、

天然气管道规划、建设、保护、运行整

体水平显著提高。

但随着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管道里程增长快速，管道外部环境变

化巨大，管道保护工作出现了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一是管道建设保护体

制机制还需完善，工作合力还需加

强，特别是政府、部门、企业、社会之

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管道发展规划与

国土空间规划、有关专项规划衔接不

够，管道建设临时用地补偿、验收工

作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三是随着

城镇化进程加快，形成了较多的高后

果区，加强高后果区安全防控已提上

日程。由于《办法》属政府规章，法律

效力较低，立法范围较窄，难以对一

些制度特别是创制性规定进行规范，

因此亟须将原办法上升为地方性法

规，以问题为导向对制度进行改革创

新，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近三年来，贵州省能源局在省人

大、省司法厅的支持和指导下，经反

复评估、立项、调研、论证，《贵州省石

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经贵州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于2022年6月1日起

施行，成为贵州能源领域出台的第

一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同步发布《贵

州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初步确立

了以法律为纲领、国务院政策文件

为基础、部门专项政策和标准为支

撑的管道安全制度体系。《条例》在

体制机制、规划选线、征地补偿、竣工

验收和高后果区 5 个方面进行了改

革创新。

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解决合

力监管的难点。《条例》明确搭建政

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负责、社会

监督的管道建设和保护管理机制。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管道保护

的领导职责，要建立健全管道建设

和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规定了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管

道保护相关工作。明确管道保护主

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负责协调

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管道保护重大问

题，对政府相关部门在管道保护中

的职责分工予以细化。强化管道企

业的主体责任，明确管道企业建立

健全管道建设保护相关制度。同时，

还对管道保护工作的社会监督机制

进行了规定。

在规划选线上改革创新，疏通用

地争地的堵点。为从根本上解决民

生与安全、管道保护与地方建设发展

问题，贵州紧紧抓住管道选线用地这

个关键。《条例》规定，贵州省能源主

管部门编制全省管道发展规划，应当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并与有关专

项规划相协调。管道企业编制管道

建设规划，应当从贵州省实际出发，

结合山区地理实际，坚持科学选址、

节约用地、经济合理的原则，避免占

用地方经济发展用地较平坦的区

域。从源头上处理好地方经济发展

与管道保护的关系。

在征地补偿上改革创新，聚焦利

益争议的焦点。油气长输管道建设

项目具有横跨行政区域多、穿越管线

多、补偿标准不统一、外部协调困难

等特点，上位法相关规定过于原则，

实践中无法有效落实，既不利于对土

地权利人的保护，又影响地方政府保

护管道的积极性。为此，《条例》对上

位法未明确或者仅明确区间范围的

情形进行了细化，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临时用地后续补偿机制”，鼓励基层

先行先试，以解决长期困扰地方政

府、土地权利人和企业“通过用地”的

补偿难题。

在范围主体上改革创新，化解竣

工验收的痛点。上位法仅规定了管

道建成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竣工验收，贵州省出台的政府规章

亦是宽泛规定管道建成后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

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竣工验收。因此，在竣工验收范围和

主体不具体的情况下，《条例》结合贵

州实际并研究借鉴其他省份经验，创

设性地明确了管道竣工验收主体并

细化了验收重点内容，解决了实践中

长期困扰的竣工验收范围和主体问

题，强化了管道只有经验收合格方可

正式交付使用的底线逻辑。

在高后果区上改革创新，突出防

控管理的重点。《条例》从贵州实际出

发，参考国家大法修改动向，将高后

果区作为专章予以规定，将贵州省管

道保护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要求管道企

业履行高后果区风险管控主体责任，

防范化解高后果区安全风险。同时，

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与

管道企业的高后果区风险防控联动

机制，督促管道保护工作，协调解决

高后果区的重要事项，形成联防

联控。

《条例》出台后，贵州省能源局将

在下一步工作中探索建立“3+8”制度

体系，对创制性条款进行深化细化，

进一步丰富国家管道保护法、省管

道保护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及行

政强制内容，系统明确实施规范与

标准，让政府公共管理服务“有章

可循”，基层执法工作“有标可依”，

更好地为管道建设和保护提供法治

保障，为贵州能源改革发展积累典型

案例。

（稿件来源：贵州省能源局）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项目三期开工建设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项目三期开工建设
12月11日，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项目三期开工仪式在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举行。该项目总投资约16.57亿

元，设计处理规模为厨余垃圾2000吨/天，计划于2025年5月建成，主要服务于上海市中心城区及浦东新区。目

前，已经实现全量运营的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一、二期，总规模为处理湿垃圾2500吨/天，项目三期建成后，老

港生态环保基地每日湿垃圾总处理规模将达到4500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湿垃圾深度资源化利用基地。图为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一二三期（由远及近）整体效果图。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专精特新”持续提升光伏产业竞争力

全力守护贵州能源动脉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