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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能源

企业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环保优先”的原则，展示中国方案和中

国智慧，努力实现生产与自然生态和谐共

融、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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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特高压苏通苏通GILGIL管廊跨江送电破千亿管廊跨江送电破千亿
近日，华东特高压交流环网过江的关键节点——苏通GIL管廊跨江送电超1000亿千瓦时。苏通GIL管廊工程起

于长江南岸苏州，止于北岸南通，于2019年9月正式投运。该工程采用“紧凑型特高压GIL+大直径长距离水下隧

道”穿越长江，江底“埋线”长达5.5公里，总投资47.63亿元。图为国网江苏电力工作人员在苏通GIL管廊开展例行

巡检。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能源动态风光氢储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迎来“里程碑”

前三季度发电装机容量近28亿千瓦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1月

至9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9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7.9

亿千瓦，同比增长12.3%。其中，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约5.2亿千瓦，同比增长

45.3%；风电装机容量约4亿千瓦，同比

增长15.1%。

1月至9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

利用2716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83小

时。其中，水电2367小时，比上年同期

减少362小时；太阳能发电1017小时，

比上年同期减少45小时；核电5724小

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48 小时；风电

1665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49小时；火

电3344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49小时。

1月至9月，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

工程完成投资 5538 亿元，同比增长

41.1%。其中，太阳能发电2229亿元，

同比增长67.8%；核电589亿元，同比增

长 46%；风电 1383 亿元，同比增长

33.4%。电网工程完成投资3287亿元，

同比增长4.2%。

我国发现千亿立方米深煤层气田
本报讯 近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

在鄂尔多斯盆地东缘2000米地层发现千

亿立方米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层大

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1100亿立方米。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位于陕西省榆林

市，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主要埋

深 2000 米左右，单层厚度在 6.2 米至

23.3米之间，吨煤平均含气量达15立方

米。中国海油目前在该区域共部署了超

100口探井，单井最高日产量达26000

立方米。

煤层气是指储存于煤层中的天然

气，业内通常将埋深超过1500米的煤层

气称为深部煤层气。一直以来，我国煤

层气勘探开发大多集中在埋深小于

1000米的浅煤层。

针对深部煤层气增产难题，中国海

油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攻关，在常规煤层气

勘探开发基础上转变思路，运用超大规模

压裂技术，不断优化压裂与排采工艺，总

结形成适用于神府区块的深煤层开发技

术体系，仅用一年半时间，就成功发现了

地质储量超千亿方的深煤层气田。

据了解，神府深煤层大气田是中国

海油继山西临兴气田后发现的第二个千

亿立方米大气田。

大庆油田前三季度油气双增
本报讯 今年前三季度，大庆油田

生产经营任务取得了好于预期的阶段成

果。其中，生产原油2261.07万吨，同比

增加18.43万吨；生产天然气42.49亿立

方米，同比增加1.73亿立方米，油气产

量实现双增长。

今年以来，大庆油田大力实施勘探

增储高峰期工程，油气开发稳中有进。

大庆油田有序开展了古龙页岩油国家级

示范区建设，随着钻井、压裂、试油等工

程技术迭代升级，古龙页岩油钻井周期

首次跨进10天以内。

大庆油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启动

了千万千瓦级“风光气储氢”示范基地建

设，与10个省、市、地区签署战略（框架）

合作协议，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全面

开工建设，一批标志性、示范性新能源项

目加速落地。

从2003年到2022年，大庆油田国

内外油气产量当量连续 20年保持在

4000万吨以上，创造了领先世界的陆相

砂岩油田开发技术水平。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张海莺编辑整理）

□ 吴 昊

日前，首届中国产业发展高层论

坛在北京召开。中国能源研究会常

务理事李俊峰指出，能源转型的目标

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

替代。在未来的新增电力构成中，风

光发电的占比将会由2020年的10%

左右分别提高至 2025 年的 16%、

2030 年的 25%、2050 年的 50%和

2060年的60%以上。

以新能源逐渐替代传统能源为

核心的能源变革，不仅是我国实现

“双碳”目标、保障能源安全供给的重

要抓手，也是当前经济和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能源变

革中，快速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

比，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并逐步向氢电耦合的能源体系

过渡，将是必经之路。

构建多元绿色低碳供应结构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能源

变革正快速推进。2022年，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2.13亿千

瓦，占发电总装机的47.3%，年发电量

2.7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31.6%，相当于欧盟2021年全年用电

量。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原院长谢秋野

表示：“过去1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从9.7%提高到17.5%，增幅是

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1倍。”

谢秋野指出，未来要构建多元绿

色低碳电源供应结构。他认为，为实

现“双碳”目标，需要大力发展非化石

能源发电，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应达到25%，2060年达到80%

以上。“未来，新能源将成为绿色电力

供应的主力军，预计2040年左右新

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50%，2060年

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超过50%。”

“发展新能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的必然选择。”国家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原副总工程师裴哲义表示，随着

能源需求稳步增长和煤炭消费占比

高、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单位产值平

均能耗高等“三高”问题影响日益突

出，我国能源电力发展面临保障持续

稳定供应和加快清洁低碳转型的双

重挑战。他强调，大力发展新能源，

是破解能源安全难题的关键之一。

裴哲义同时指出，发展新能源也

是实现减排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途径。“从行业来看，能源电力领域

碳减排任务艰巨，是我国碳减排的

‘主战场’。”他认为，随着电能替代深

入推进，电力行业还要承接工业、交

通、建筑等领域转移的能源排放，电

源结构清洁化转型势在必行。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

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

指出，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可靠的条

件下，要通过推动绿色、低碳为主要

特征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构建以非化

石能源产业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

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

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他表

示，未来，可再生能源、核能、新型储

能、绿色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能

源数字化智慧化、新型电力系统等产

业将实现融合发展。

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转型关键

随着新能源占比的持续提升，构

建电力系统的任务也逐渐提上日

程。“高比例风光发电是新型电力系

统的基本特征。”李俊峰指出，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

源转型的关键，而新型电力系统需要

支持高比例风光发电安全、稳定、可

靠的运行。

在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氢能技术

创新中心主任、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氢能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建国看

来，新型电力系统具备安全高效、清

洁低碳、柔性灵活、智慧融合四大重

要特征。新型电力系统是以确保能

源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电力需求为首要

目标，以高比例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建设为主线任务，以源网荷储多向协

同、灵活互动为坚强支撑，以坚强、智

能、柔性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技术创

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保障的新

时代电力系统。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新能

源装机已成为我国第二大电源。”

裴哲义表示，在一些地区，新能源已

成为第一大电源，如冀北、甘肃、青

海。同时，在近20个省区，新能源已

成为第二大电源。他强调，有的电网

新能源发电渗透率超过40%，对电

网安全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

面对这一趋势，储能在电力系

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储能的

发展也不断加快。裴哲义指出，截

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投运电力

储能项目累计装机70.2吉瓦，同比

增长 44%。他认为，“以电化学为

代表的新型储能具备双向毫秒级

快速调控能力，在电力系统灵活性

调节、紧急功率支撑、事故备用等

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应对电

力电量平衡与安全稳定难题的有

效手段。”

对于储能的规模化布局，谢秋野

指出，要结合系统需求及技术经济

性，积极拓展新型储能在源、网、荷各

侧应用场景。依托系统友好型新能

源电站、基地化新能源开发外送等模

式布局电源侧储能，统筹布局电网侧

独立储能及电网功能替代性储能，依

托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模式灵活发展

用户侧储能。

氢电耦合或将是理想能源体系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进程中，

通过氢能的发展，形成氢电耦合的未

来能源体系，将是能源转型新的方

向，尤其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制氢的

绿氢，可以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

纳。其中，利用低谷期富余的新能源

电能进行电解水制氢并储存，到用电

高峰期时利用氢能发电的“氢储能”

模式，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刘建国看来，“绿电+绿氢”氢

电耦合将是理想的能源体系。绿电

可通过绿氢实现储存、运输，实现氢

电耦合。“双碳”目标下，绿氢在电力

系统具有其它能源产品无法替代的

独特作用。可再生能源电制氢是未

来氢能发展的主要方向，将应用于新

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各环节，呈现

氢电耦合发展态势。

同时，刘建国还指出，绿氢可以

为脱碳困难行业提供脱碳方案，其主

要优点是电解水过程中，电消耗量来

自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化石燃料制氢

相比，在碳减排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因此，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是推动

交通、化工或钢铁等碳减排难度较大

行业脱碳的重要解决方案。

“氢能的应用领域和场景具有很

强的多样性，除了用作燃料，还可作

为原料应用于多个领域进行深度脱

碳，主要包括工业原料、工业供热、交

通运输、住宅取暖、发电等。”刘建国

预计，到2030年，供给侧绿氢比例为

15%，风光制氢比例分别为7.5%，需

求侧主要消费在工业领域的化工、钢

铁和水泥行业；到2060年，供给侧绿

氢比例达75%，光伏开发潜力大于风

电，光伏比例占42.9%。需求侧中重

型商用车氢能消费比例显著上升。

对于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的

作用，李俊峰指出，能源革命的路径，可

以归纳为“电氢”革命。他认为，在未来

的“电氢体系”中，电的来源是以可再生

能源为主，氢的来源则是以电制氢为

主。氢的利用将包括燃料电池、直接

燃烧、还原剂、氧化剂等直接利用方

式，用于燃料和化肥的氢—氨转换，以

及用于燃料和原料的碳氢转换。

□ 吴 昊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加快放开各类电源参与电

力现货市场，按照2030年新能源全

面参与市场交易的时间节点，现货试

点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分步实施方案。

《通知》旨在加快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建设，推动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

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助力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随着我国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的持续加快和电力体制改

革的快速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

也将加速迈进。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冲刺

今年以来，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步

伐持续加快。7月11日，中央深改委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导意

见》，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

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

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7月13日，国家能源局提出，将

全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研究制定电力市场“1+N”基础规

则制度，深化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加

强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监管，规

范调度运行、交易组织、电费结算、信

息披露等，纠正地方不当干预行为。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作为新一

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电力现

货市场建设也在今年取得重大进

展。今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电力现货市场基

本规则（试行）》，进一步指导和规范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该政策明确了电力现货市场建

设路径，近期重点推进省间、省（区、

市）/区域市场建设，加强中长期、现

货、辅助服务交易衔接，畅通批发、零

售市场价格传导，推动新能源、新型

主体、各类用户平等参与电力交易。

中远期现货市场建设要适应新型电

力系统运行要求，推动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全面建成。

随着《通知》的出台，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的“时间表”得到了明确。其

中，福建2023年底前开展长周期结

算试运行；四川结合实际持续探索适

应高比例水电的丰枯水季相衔接市

场模式和市场机制；辽宁、江苏、安

徽、河南、湖北、河北南网、江西、陕西

等力争在2023年底前开展长周期结

算试运行。

引导作用不断显现

电力市场建设有利于推动火电

向基础性、支撑性、调节性电源转型，

激励分布式电源、储能等新型主体发

展，引导用户由“按需用电”逐步向

“按价用电”转变，有效提升电力系统

稳定性和灵活性，推动形成源网荷储

互动新生态，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

供机制保障。

电力现货市场是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型

电力系统改革意义重大。早在2015

年，我国就提出要“逐步建立以中长

期交易为主、现货交易为补充的市场

化电力电量平衡机制”。此后，建立

电力现货市场，逐渐成为新一轮电力

市场改革的重要环节。

自2017年电力现货市场启动建

设以来，已有14个电力现货试点启

动试运行，广东、蒙西、山西、山东、甘

肃、福建6个试点已开展长周期结算

试运行。作为反映电力供需形势的

“风向标”，随着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

周期不断拉长，经营主体逐步多元，

市场价格优化发用电行为的引导作

用正不断显现。

在电力现货市场中，电力生产组

织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促进

了市场运营与系统运行深度融合，以

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机制

推动清洁高效电源多发优发。同时，

在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方面，电力现货

市场发挥作用明显。

电力现货市场可有效激励灵活

调节资源参与系统调节助力新能源

消纳，新能源大发时段，通过现货市

场价格信号引导火电企业压降出力、

电力用户提高用电需求，扩大新能源

消纳空间。据了解，随着电力现货市

场试点的推进，山西新能源及可再生

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35%。

有序实现电力现货市场全覆盖

随着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多年

试点中不断取得突破，扩大电力现货

市场建设范围、鼓励新型主体参与电力

市场也提上日程。《通知》强调，在确保

有利于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前提下，

有序实现电力现货市场全覆盖。

根据《通知》，分布式新能源装机

占比较高的地区，要推动分布式新能

源上网电量参与市场，探索参与市场

的有效机制。暂未参与所在地区电

力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主体，应视

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出

清，可按原有价格机制进行结算，但

须按照规则进行信息披露，并与其他

经营主体共同按市场规则公平承担

相应的不平衡费用。

《通知》要求，通过市场化方式形

成分时价格信号，推动储能、虚拟电厂、

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在削峰填谷、优

化电能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探索

“新能源+储能”等新方式。为保证系统

安全可靠，参考市场同类主体标准进行

运行管理考核。持续完善新型主体调

度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调节能力，更

好地适应新型电力系统需求。

《通知》明确，加快区域电力市场

建设，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在2023

年底前启动结算试运行；2023年底前

建立长三角电力市场一体化合作机

制，加快推动长三角电力市场建设工

作；京津冀电力市场在条件成熟后，力

争2024年6月前启动模拟试运行。

此外，《通知》还明确，持续优化

省间交易机制。省间电力现货市场

继续开展连续结算试运行，2023年底

前具备连续开市能力。推动跨省跨

区电力中长期交易频次逐步提高，加

强与省间现货协调衔接，探索逐日开

市、滚动交易的市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