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寻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未来

□ 周刊编辑部

时间如白驹过隙，却因奋力前行

的身影而流光溢彩。

2022即将落幕，这一年，是华彩

与阴霾同样伴随着我们的一年：当

“碳中和”融入奥运主题，熊熊燃烧的

氢能圣火，不仅照亮了“双奥之城”的

冬夜，点燃了“铸剑为犁”的竞技场，

更是人类文明新的希望；而当地缘政

治冲突让能源安全的风险成为笼罩

在全球的阴影，警钟的敲响再一次让

我们清醒——能源危机似乎从来不

曾远去。

面对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时代

之问，在即将过去的2022，能源行业

书写了哪些答案？《中国改革报·能源

发展》周刊为您盘点年度十大新闻事

件，带您一起探寻能源领域的发展与

变革的轨迹。

1.北京首届应用氢能、
实现碳中和冬奥会成功举行

事件：

2月20日晚间，奥运史上首次实

现“碳中和”，同时也是首次应用氢能

的冬奥会在北京“鸟巢”落下帷幕。本

届冬奥火炬应用的氢燃料成为一大亮

点，同时，1000多辆搭载氢燃料电池

的汽车在零下30℃的严寒中昼夜穿

梭，负责接驳运动员、观众、媒体记者

及各国政要，也成为全球首次大规模

投入氢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接驳工具的

尝试。

点评：

氢气是一种二次能源，其本身具有

热值高、能量密度大等特点，可实现完

全的零排放。氢能在冬奥会的首次全

面使用，不仅体现了北京冬奥会绿色、

低碳、可持续原则，也是当前我国正着

力构建低碳交通体系和加快能源转型

的缩影。

2.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出台

事件：

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2021-2035年）》，明确到2025

年，基本掌握核心技术和制造工艺，燃

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部署建

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

到10万吨/年~20万吨/年，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100万吨/年~200万吨/年。

到2035年，形成氢能多元应用生态，

可再生能源制氢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

比例明显提升。

点评：

当前，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

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规划》

明确了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用能终端实现绿

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产业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

发展方向，对氢能产业的发展意义

深远。

3.政策护航新型储能产
业健康发展

事件：

3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

实施方案》，强调以示范试点项目推动

新型储能产业化，到2025年新型储能

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到2030年新型

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基本满足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今年6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

度运用的通知》，明确新型储能可作为

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并对其“入

市”后的市场、价格和运行等机制作出

部署。

点评：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也是新型储能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近年来，新型

储能领域政策频发，将推动“十四五”新

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4.有关部门开展可再生
能源发电补贴自查工作

事件：

3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可再生

能源发电补贴自查工作的通知》，明确

通过企业自查、现场检查、重点督查相

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摸清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底数，严厉打击可再生能源

发电骗补等行为。10月28日，第一批

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核查确认的合规

项目清单由信用中国发布，此次公示

第一批经核查确认的合规项目共计

7344个。

点评：

从地方核查公示和企业反馈情况来

看，此次核查过程之细、覆盖面之广、惩

罚力度之大，堪称“史上最严格补贴核

查”。本次国补核查直击行业痛点，重点

核查存量风电、光伏项目，部分可再生能

源企业受到冲击，引发了行业广泛关注。

5.《“十四五”生物经济
发展规划》推动生物质能产
业发展

事件：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

出，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推动

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有序发展生物质

发电；同时要求因地制宜开展生物能

源基地建设，建设以生物质热电联产、

生物质成型燃料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

主要能源的产业园区。

点评：

作为生物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该文件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把

生物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略，

进行统筹考虑，把“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

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重点发展

领域的重要内容，把“推动生物能源与环

保产业发展”列为生物经济七大工程之

一，有力推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6.九部门首次联合发布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

事件：

6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气象局、林草局九部门联合印发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

确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

到10亿吨标准煤左右，占一次能源消

费的18%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

达到3.3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点评：

“十四五”是我国加快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的攻坚期。根据《规划》要

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要

实现“高质量跃升发展”。我国可再生

能源将进一步引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的主流方向，发挥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的主导作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提供主力支撑。

7.国网南网共建闽粤电
力联网工程竣工投产

事件：

9月30日，由国家电网公司和南

方电网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国家“十

四五”发展规划重点电力项目——闽

粤联网工程正式投运，福建广东两省

电网首次实现互联互通。工程将对提

升闽粤两省电力余缺互济、促进能源

资源优化配置、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

应发挥重要作用。

点评：

闽粤联网工程开创了两网合作开

展电网建设运营的先河，对于实现电

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推进

我国电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示

范意义。工程显著增强了两省供电保

障能力，将更好地助力闽粤两省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同

时对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

经济区的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
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启动

事件：

10月26日，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

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在吉林西部（大安）

清洁能源化工产业园启动。大安项目

由新能源与制氢合成氨两部分组成。

其中，新能源部分拟建设700兆瓦风

电项目与100兆瓦光伏项目，配套建

设40兆瓦/80兆瓦时储能装置；制氢

合成氨部分新建制氢、储氢与18万吨

级合成氨装置。

点评：

大安项目采用“绿氢消纳绿电、绿

氨消纳绿氢”一体化解决方案，聚合风

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氢能、绿氨等

多种清洁能源形式，形成电—氢—氨

全产业链，投产后将成为目前国内最

大的绿氢合成绿氨创新示范项目，是

贯彻落实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

体系的有益尝试。

□ 吴 昊

12月 20日上午8时50分，在金

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右岸厂房9号机组

调试现场，机组调试现场指挥靳坤通

过电话向国家电网电力调度中心报

告：“白鹤滩水电站9号机组并网试验

项目全部完成，试验结果正确，9号机

组运行状态交还国调。”随后，电话的

另一头传来国家电网总调度室的回

复：“收到，祝贺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

组投产！”

不足10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掌

声雷动，一些现场工作人员禁不住热

泪盈眶。这一刻，意味着目前在建规

模世界第一、装机规模全球第二的金

沙江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机

组全部投产发电；也意味着历经几代

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批又一批水

电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以及金沙江流域

各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终于让

金沙江流域开发再结硕果，并推动我

国水电事业步入全球第一的“殿堂”。

数代砥砺奋斗
变“蓝图”为现实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干流，在江畔

极目远眺，两岸巍峨的群山和滔滔的

江水，无不让人心生敬畏。“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千百年来，川流

不息的江水滋养着万物，如今，江水蕴

含的丰富能量更是通过水电建设为中

华大地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同时也诉

说着我国一代又一代致力水电事业发

展的创业者们“以水为师”、无私奉献

的家国情怀。

据悉，金沙江可开发装机容量超

过8000万千瓦，尤以雅砻江口至宜宾

700余公里的下游河段落差最为集

中、水能资源最为富集，可开发装机容

量达5000万千瓦，是我国规划建设的

重要水电基地，自上而下规划有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四座世界

级巨型水电站。四电站从规划选址到

全面建成投产历经几代人的砥砺奋

斗，河段规划论证始于上世纪50年

代，由于技术、市场等原因，直至本世

纪初才开始启动建设。

一直以来，金沙江水电开发格外

受到水电行业的关注。2009年2月24

日~3月5日，作为金沙江水电开发质量

检查专家组顾问，82岁高龄的潘家铮

院士来到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工地，

现场考察工程进展和工程质量。而在

7年前的一次工作会上，他就曾要求水

电工作者抓紧启动开发金沙江的计划，

还仿陆放翁《示儿》赋诗一首：“死去原

知万事空，但悲西电未输东；金沙宝藏

开工日，公祭毋忘告逝翁。”

与此同时，我国能源领域主管领

导也高度重视金沙江水电开发建设。

早在本世纪之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原

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就

曾亲自带队到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

两座世界级巨型水电站调研，协调推

动两座电站核准，出席开工仪式，主持

召开建设推进会。他从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高度，

对重大水电工程建设格外关心、格外

支持。

逝者如斯，孕育着沧海桑田的巨

变。自2005年12月溪洛渡水电站首

先开工、拉开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的

序幕，到2012年11月向家坝首台机

组投产，再到白鹤滩最后一台机组投

产，前后历时十七载，顺利完成四电站

建设任务和川滇两省近34万移民的

搬迁安置，几代人的梦想和努力，终于

使蓝图变为现实。

铸就“大国重器”
书写历史跨越

白鹤滩水电站共安装16台自主

研发的全球唯一的百万千瓦机组，总

装机容量达1600万千瓦，是水电领域

具有代表性的“大国重器”。据中国电

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焰章介

绍，白鹤滩水电站勇闯世界水电“无人

区”，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把我国水

电设计水平、施工能力、重大装备制造

能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标志着

我国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实现了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

其中，白鹤滩水电站单机容量

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是目前

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

组，单台机组重8000多吨，机组水力

设计、电磁设计、通风冷却、高性能材

料研发应用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在一代又一代水电工作

者的辛勤耕耘下，我国水电发展不断

攀登高峰，成为全球“领跑者”。国家

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

国新增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590万千

瓦；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水电装机

4.06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0.43亿千

瓦）；水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7年稳居

全球首位。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

张野指出，随着白鹤滩、杨房沟、两河

口等大巨型常规水电，丰宁、长龙山、

敦化、梅州、阳江、荒沟、周宁、沂蒙等

一批抽水蓄能的投产，新时代水电迈

入科学快速发展新阶段。他表示，我

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科技

创新和技术产业体系，百万千瓦水轮

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独步全球；电

力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到“创新、

主导”，强劲带动产业进步和竞争力跃

升，激发能源发展动力变革。

水电行业的发展，实现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将为生态治理和减排发挥巨大的作

用。例如，金沙江下游四电站水库调

节库容达208亿立方米，总防洪库容

达155亿立方米，是长江防洪体系建

设的骨干工程，将在防洪减灾、保障水

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

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电站建设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

电力，有力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肩挑“双碳”使命
支撑清洁发展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逐渐

落实，以及能源革命的持续推进，水

电在能源系统中的功能正悄然发生

变化。张野认为，新时期构建以水电

为主导、清洁能源多元化的能源发展

新格局是大势所趋，随着以风、光为

代表的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不断扩

大，多能互补、协调发展将有助于提

高水风光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量和消

纳水平。

据悉，水电在能源转型中的基石

作用明显，不仅生产大量绿色低碳电

量，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灵活调

节和储能作用，能有效抵消风电、太阳

能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的不良影响。

业内人士表示，“在新时代‘双碳’背景

下，我国水电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方

位，我们要加快推动抽水蓄能发展，更

好发挥其‘调节器’‘稳定器’作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水电的功能定

位将由传统的“电量供应为主”转变为

“电量供应与灵活调节并重”。考虑到

我国未来电力系统大规模高比例新能

源发展的格局，水电将长期作为承担

灵活调节功能的可靠电源，在实现“双

碳”目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实施路

径上发挥关键作用，为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和新能源电力消纳贡献不可

替代的力量。

当前，统筹水风光综合基地一体

化开发已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抓手。金沙江等主要流域水能资

源丰富、开发基础好，同时风、光等新

能源资源也十分丰富，具备开展水风

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在空间上将流

域丰富的水电资源与其周边富集的风

光资源整合开发，通过一体化、规模化

开发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可再生能源

消纳和存储能力，是新时期可再生能

源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国家能源局透露，未来将以白

鹤滩水电站全部建成投产为契机，依

托金沙江流域梯级水电调节能力，通

过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等方式，带

动周边600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光

伏发电等新能源开发，进一步打造金

沙江下游清洁能源走廊，为我国如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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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圆梦””白鹤滩白鹤滩 我国水电绘就新我国水电绘就新““蓝图蓝图””

书写能源低碳与安全的答卷
——盘点2022年度中国能源行业十大新闻

白鹤滩水电站是在建规模世界第一的巨型水电工程，是金沙江下游四个水电梯级中的第二个梯级。白鹤滩水电站开

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航运，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图为航拍白鹤滩水电站全景面貌。 谢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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