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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企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参与澜湄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贡献力量，一个个明星工程赢得所在国

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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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态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和驱动下，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深度挖掘资源、科学统筹资源、
合理配置资源，以新能源“先进制造+清洁能源
应用”示范推动产业链再造、制造业振兴。

数说能源

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9.9%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81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9.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17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8.6%；第二产业用电

量51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第三

产业用电量14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35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6.6%。

今年1月至9月，全社会用电量累

计68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97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1.3%；第二产业用电量

44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第三

产业用电量12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412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0.5%。

我国最大超深凝析气田
年处理能力超百亿立方米

本报讯 日前，位于新疆阿克苏地

区温宿县境内的博孜天然气处理厂一次

性投产成功，标志着我国最大超深凝析

气田——博孜—大北气田年处理能力超

过百亿立方米，为“西气东输”安全平稳

供气再添新保障。

博孜—大北气田位于天山南麓、塔

里木盆地北缘，是塔里木油田在超深领

域发现的第二个万亿立方米级天然气大

气区，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天然气增

储上产主力气区之一。2022年，博孜—

大北气田生产天然气65.5亿立方米，凝

析油46.1万吨，油气当量达567.9万吨。

作为博孜—大北气田上产地面系统

的控制性工程，2022年7月，博孜天然

气处理厂工程全面开工，新建了集气、脱

水脱烃、烃液提馏等装置。博孜天然气

处理厂的投产，将博孜—大北气田天然

气年处理能力从50亿立方米直接提升

至120亿立方米。

截至目前，博孜—大北气田天然气

日供气能力达到3100万立方米，按一个

三口之家每天生活用气1.5 立方米计

算，每天能为2000多万个家庭提供日常

生活用气。

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
突破10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近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

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

于节约标准煤约3007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约8240万吨，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输

送至江苏、浙江等地。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宁南县和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

内，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

工程，是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下游投资建

设的四座梯级水电站中的第二座梯级

电站。电站装机总容量为1600万千瓦，

仅次于三峡工程。电站每年可提供600

多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白鹤滩水电站共安装16台100万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机组水力设计、电磁

设计、通风冷却、高性能材料研发应用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

组于2021年6月28日投产发电，2022

年12月20日全部机组投产发电。白鹤

滩水电站投产以来，绿电输送长三角地

区，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张海莺编辑整理）

□ 吴 昊 张小宝

10月12日，以“‘双碳’逐梦·向

绿而行”为主题，由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主办，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的“绿能大理·风光水储协同发展

产业研讨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召开。

研讨会旨在进一步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布局前瞻性优势先进产

能，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创建大理低

碳经济先行示范区。大理州州长陈

真永在会上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引领和驱动下，大理深度挖掘资

源、科学统筹资源、合理配置资源，以

新能源“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应用”

示范推动产业链再造、制造业振兴。

可再生能源发展举世瞩目

当前，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我国能源转型不断加速，已建成世

界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表示，

“十四五”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他看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是主战场，

电力是主力军，“高比例的可再生能

源应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必然要求”。

张玉清介绍，2022年，全国可再

生能源新增装机1.52亿千瓦，占全国

新增发电装机的76.2%，其中风电、

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到1.25亿千瓦，

连续 3年突破 1亿千瓦，创历史新

高。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截至

今年6月，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

13.2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

我国能源总装机的48.8%。其中，风

电、光伏新增装机占全国新增装机比

重达71%。

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

书长李世东看来，自2020年提出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我国加快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新能源与化石能源有序替代，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

成效。他表示，目前，我国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4.2亿千瓦、4亿千瓦、5.1亿千瓦，均

居世界首位。

“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占全

世界的1/3，新增装机占全世界的一

半。”据李世东介绍，今年 1月至 7

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55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其中，风

电、光伏发电量达到 856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6.1%，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 16.5%，超过同期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新能源在能源保供中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产业和技

术发展成就也十分瞩目。华能澜沧

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主任卢

吉指出，当前，我国硅片、光伏组件产

量占全球产量的96%、76%，陆上风

电、海上风电最大单机容量达到7兆

瓦、16兆瓦。“互联网+”智慧能源、多

能互补集成优化、源网荷储一体化、

综合能源服务、氢能开发利用等新技

术新产业快速发展。

“一体化建设”成重要路径

随着我国多种可再生能源的快

速发展，多能互补和一体化开发的模

式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推进水风

光一体化建设，是可再生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张玉清指出，风

电、光伏发电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和

波动性，而水电，尤其是具有大水库

的电站，通过优化调度和水电机组快

速灵活调节，可将随机波动的风电、

光伏发电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电

源，有效破解风能、太阳能开发难题。

张玉清同时表示，资源配置分散

化、联合调度模式不成熟，以及征地

移民、收益分配和电价机制等问题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水风光一

体化综合效益的发挥。他认为，水风

光一体化建设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

引领，也需要地方和电网公司分别在

风光资源获取、水风光一体化调度管

理方面给予支持，以便更好地支撑水

风光一体化运行实践，探索可复制的

一体化运行模式，全面发挥不同清洁

能源的协同作用。

据了解，国家能源局从2020年

开始组织开展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

一体化开发建设研究，2021年印发

了《关于开展全国主要流域可再生能

源一体化规划研究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今年已经印发了《雅砻江流

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正在组

织相关省份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开发

建设方案，加快推进示范基地建设。

在李世东看来，新型能源体系最

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了支撑新

能源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

定运行，水电肩负着新发展、新定位

的重任，其中，水风光储（抽水蓄能）

一体化发展、多能互补将成为未来水

电和新能源共同发展的新主题。

据悉，在澜沧江流域，“一体化开

发”的探索正在加快。卢吉表示，澜

沧江干流水能资源丰富，是我国“十

三大水电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正

加快构建澜沧江风光水储多能互补

一体化开发格局，充分挖掘澜沧江流

域水电优势，实现风光水储一体化资

源配置、规划建设、调度运行与消纳。

打好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

在新能源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新阶

段，大理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巨大的发

展机遇。“大理拥有丰富的风、光、水等

可再生能源资源。尤其是光照资源，

属于云南省太阳能辐射最强的州市之

一。”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于彤表

示，大理所辖12个县市中有5个县属

于云南省最佳开发区，有6个县（市）属

于较佳开发区，全州大部分地区年平

均日照时数在1700小时以上，太阳能

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于彤指出，近年来，大理积极落

实，清晰规划，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积

极打好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风光

水一体化协调发展。今年8月，随着

堂梨树、雄里坡等13个光伏电站全

容量并网，大理实现2023年新增光

伏并网突破百万千瓦，占云南新增并

网光伏装机的25%，新增投产规模居

全省第一。

目前，大理正在云南率先打造第

一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按

照规划，大理将力争在“十四五”末实

现州内新能源装机规模1000万千瓦

以上，具备年均绿色电力生产达到

600亿千瓦时接入能力和州内绿色

电力消费达到180亿千瓦时的消纳

能力，保障新能源消纳利用率在95%

以上，供电可靠率达到99.9%。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制造业方

面，大理也持续加快布局。2022年5

月，作为全球领先的异质结垂直一体

化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华晟新

能源，将2.5吉瓦高效异质结电池与

组件项目落户大理，成为云南首个吉

瓦级高效异质结项目。异质结产品

在效率、性能、降碳排放上的显著优

势，将为大理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

全新的动能，同时也吸引大批高水平

光伏专业人员落户大理，创造显著的

经济社会效益。

大理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与

政府的投入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密切

相关。据陈真永介绍，大理经开区等

产业园做强配套、错位竞争、互为支

撑，以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为主的先

进制造业加快集聚、形成生态，新项

目、新企业落户大理，就能在周边找

到伙伴、携手共进。他表示，大理政

企协同配合默契，实现了“政府围着

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

本报讯 彭文蕊 帅 泉 记者

皮泽红报道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举

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南方电网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报告（2021—

2023）》。《报告》称，截至今年9月底，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

五省区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电源总装机比重

达59%，年底将突破60%。其中，今

年前三季度新增非化石能源装机

2394 万 千 瓦 ，占 新 增 总 装 机 的

81.5%。南方五省区清洁电源供给

格局基本形成。

作为能源电力央企，南方电网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和重要战略任务，迅

速行动、积极作为，创新提出将数字

电网打造成为承载新型电力系统的

关键载体，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两化协同”）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和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两型建设”）的

实施路径，科学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南网方案”。

推动非化石能源加快开发是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任务。《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南方五省区新增电源超八成为非

化石能源。

“南方五省区今年新增电源中非

化石能源占比超八成，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表明南方区域在水电、风、光资

源优化配置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

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

表示，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加快构

建，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将逐渐提

升，南方区域的高占比代表了我国电

力发展的大趋势。

清洁电源供给格局基本形成的

同时，南方电网有力保障了电力的

平稳供应、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系统

的安全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南方

电网主网和南方五省区电力统调

负荷一个月内20次创新高，1月至

8月南方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6.4%。

历时两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南方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效。包括打

造数字电网关键载体，支撑破解能

源电力安全、绿色、经济“不可能三

角”问题；充电桩实现乡镇全覆盖，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33%，

能源绿色消费生态成效显著；搭建

区域级虚拟电厂，整合散落的电力

负荷，进行灵活的削峰填谷；积极推

进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利用市场

机制引导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挖掘灵

活资源调节潜力；因地制宜布局35

个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打造先行先

试标杆典范等。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

是目标，安全充裕是前提，经济高效

是关键。它呈现多能协同互补、源网

荷储互动、多网融合互联三大系统形

态，同时也面临电力可靠供应、电网

安全运行、电能经济供应三大挑战。”

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孟振

平表示，下一步，南方电网将加快打

造数字电网关键载体，深入推进“两

化协同”促“两型建设”，到2025年全

面完成电网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撑新

增1亿千瓦以上新能源的接入和消

纳，推动南方五省区非化石能源发电

量占比达到55%，电能占终端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35%，适应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初步具备

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充裕、

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基本

特征。

“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开发主旋律

南方五省区清洁电源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今年前三季度新增电源超八成为非化石能源

肇庆打造肇庆打造
新新能源汽车产业能源汽车产业集集群群

近年来，广东省肇庆市以大型

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以谋划建设新

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为抓手，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全力打造国内

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动力

和储能电池制造基地。图为工作

人员在广东肇庆小鹏汽车智能网

联科技产业园内总装车间查看即

将下线的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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