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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海平

新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主力军，但其

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等特

性，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接

入，对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

在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等新形势下，做好

水电和新能源协同发展是实现新

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破

解能源所谓“不可能三角”，实现能

源供给安全可靠、清洁低碳、成本

合理的重要路径。

协同发展，助力全面绿
色转型

当前，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已

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普遍共识。全球范围内已有超

过150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

中和”或“净零”的发展目标，制定

了具体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可再生

能源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

头。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

增装机容量约占全部电力新增装

机的86%；截至2023年底，全球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约38.7亿

千瓦。2023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期间，有关各方提出到

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增加至3倍的宏伟目标，全球可

再生能源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我国积极参与并认真实施应

对气候变化行动，将应对气候变化

摆在国家治理的突出位置，明确提

出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削减碳排放

强度。

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我国可

再生能源开发规模、产业水平、清

洁替代等方面不断迈上新台阶，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23年，全

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超3亿千

瓦，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超

80%，占全世界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的一半以上；截至2023年底，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15.17亿

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占比中历

史性超过50%，约占全球的40%，

实现了大规模高质量跃升发展。

同时，水电和新能源产业体系持续

完善，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我

国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源

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者。

水电是重要的清洁可再生能

源，也是我国的优势资源。水电与

新能源协同发展是促进能源电力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水电机

组启停迅速、运行方式灵活、负荷

跟踪能力强，可根据电网需求进行

灵活电力调节，发挥长时储能作

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从而带动更大规模新能源开发

利用。

我国水力资源丰富，技术可开

发量6.87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截

至2023年底，我国水电装机规模

达4.2亿千瓦，其中常规水电3.7亿

千瓦，约占全球的30%，连续多年

位居世界首位；依托重大工程建

设，水电设计、施工、设备制造等全

产业链体系全球领先，建成了三峡

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等标志性水

电工程；建立了“流域、梯级、滚动、

综合”的水电开发机制，金沙江、雅

砻江、大渡河等流域梯级开发格

局基本形成。2023年，水电发电

量1.28万亿千瓦时，在全国总发电

量中占比约 13.8%，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稳定清洁优质电能，有

力保障了能源供应，助力全面绿色

转型。

与此同时，截至2023年底，我

国抽水蓄能在运规模突破5000万

千瓦，在建及核准待建规模接近

1.8亿千瓦，工程建设技术水平和

调度运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保

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服务能源电

力绿色转型、响应电网灵活调节需

求等方面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创新引领，持续推进可
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面对深刻复杂的国内外能源

形势，新时代水电和新能源事业

大有可为，水电与新能源协同发

展前景广阔，我国高度重视水电

与新能源协同互补发展。

国家能源局认真落实国家重

大决策部署，着眼于能源安全和

绿色转型，立足发展基础、把握发

展机遇、直面问题挑战、加强创新

引领，从三方面推动水电和新能

源协同融合，助力可再生能源高

质量发展。

一是以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模

式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新活力。

依托流域水电调节能力，带动流

域周边风光新能源基地化、规模

化发展，实施水风光一体化开发，

有利于提高流域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提升水电保供能力和新能源

安全可靠替代水平，是新时期科

学开发水电的重要抓手，是新形

势下推进水电和新能源协同发展

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国家能源局积极推

进 水 风 光 一 体 化 规 划 建 设 工

作，组织开展水风光一体化规划

系统研究，印发全国首个水风

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并在金沙

江上游等流域谋划布局了一批

水风光基地，全国水风光融合

协同发展蓄势待发。下一步将

做深做实水风光一体化规划，

扎实推进基地建设，以新模式

激发水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新

活力。

二是以高水平科技创新驱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当今世界，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

未艾，能源电力领域是科技创新

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新能源产

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之

一。应立足于水电和新能源重

大工程、示范项目，加大工程前

沿与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攻克技

术难题。着眼于基础技术研究，

开展流域水风光一体化资源配

置、调度运行、市场消纳等方面

的创新研究，加强与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融合，建立健全水风光内

在统一、有机融合、高效经济的

耦合运行方式及互补调度运行

机制。同时，聚焦协同发展的

“堵点”“难点”，完善创新管理

体制机制，让创新源泉持续奔腾

涌流。

三是以国际合作交流共促全

球能源转型。依托“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全球清洁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国家能源

合作等多项全球、区域及多边双

边重点合作机制，深化与国际可

再生能源署等重要国际组织的

交流合作，以高质量论坛、高层

次互访等方式，加强政府、智库、

企业和金融机构沟通协作，实现

国际先进理念、技术与实践的共

享共赢，共同促进全球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

（作者系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

□ 张小宝 朱 黎

近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

发布会。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

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边广琦在

会上介绍说，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全国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

20 个省级电网负荷创历史新

高。国家能源局积极引导各地

科学建设并合理调用新型储能，

在传统电力保供手段基础上，推

动新型储能充分发挥“超级充电

宝”功效，为顶峰时段电力保供

贡献了关键力量。

一是全国新型储能装机稳步

增加。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

进，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保持较

快增速，电力系统对新型储能等

调节资源需求快速增加。截至今

年9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

能5852万千瓦/1.28亿千瓦时，较

2023年底增长约86%。国家能源

局持续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

型储能，从地区看，华东地区新型

储能装机增长较快，今年新增新

型储能装机超过900万千瓦。从

省份看，江苏、浙江、新疆装机快

速增长，今年新增装机分别约500

万千瓦、300万千瓦、300万千瓦，

成为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组

成部分。

二是新型储能调用方式持续

完善。自《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

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印发以来，

国家能源局推动电网企业完善调

度规程，促进新型储能调用水平

稳步提高。据电网企业统计，今

年1月至8月，全国新型储能累计

充放电量约260亿千瓦时，等效利

用小时数约620小时。其中，国家

电网公司经营区新型储能累计充

放电量约220亿千瓦时，南方电网

公司经营区新型储能累计充放电

量约3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公

司经营区新型储能累计充放电量

约10亿千瓦时。

三是强化新型储能科学调

用。今年6月至8月迎峰度夏期

间，全国新型储能累计充放电量

118亿千瓦时，约占今年1月至8

月充放电量的45%，有效支撑电

力系统稳定运行和可靠供应。7

月，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开展

新型储能集中调用试验，国家电

网经营区新型储能实际可调最

大电力 3015 万千瓦，占当时并

网新型储能规模的 92%。在平

衡较为紧张的山东、江苏、浙江、

安徽、内蒙古等省份，新型储能

最大顶峰同时率均达到 90%以

上，实际顶峰能力已达前期验证

最高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保供能

力。重庆新型储能提供顶峰能

力140万千瓦，可单次放电280万

千瓦时。广东多座独立储能电站

每天“两充两放”高频次响应电网

调度要求，有效夯实了全省电力

保障能力。

今年以来，新型储能装机规

模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并逐步发

挥功效。“我们积极构建新型储能

发展政策‘四梁八柱’，持续深化

有关工作。”边广琦表示。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组织

开展“十五五”新型储能发展需

求研究，并形成阶段性成果。按

照“十五五”能源规划编制总体

安排，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加

强与能源、电力等规划衔接，开

展“十五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

方案研究编制工作，促进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二是推动技术创新。新型

储能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一批压

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钠

离子电池储能落地实施，多个构

网型储能项目开展验证。国家

能源局将依托新型储能试点示

范项目、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等，持续鼓励新型储能

技术“多元化”发展，推动新型储

能技术进步。

三是引导科学评价。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快，技术路线多元，应

用场景丰富，科学规范评价新型

储能运行情况，是当前行业发展

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

此，国家能源局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新型储能评价指标体系专项研

究，已形成一些初步成果，拟适时

在行业内推广。

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世界

各国均在大力推进能源转型，

并积极发展新型储能。我国新

型储能产品出口海外，为世界能

源转型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国家能源局将通过“一带一路”

“APEC”等合作机制，加强国际

交流，助力中国企业更好“走

出去”。

“我们将持续完善新型储能

发展政策体系，引导新型储能科

学配置和合理调用，促进新型储

能在更多场景发挥功效，支撑新

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边广琦表示。

积极构建新型储能发展政策“四梁八柱”

以新模式激发水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新活力

□ 张曼欣

近日，第29届中国五金博览会在浙

江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圆满闭幕。本届博

览会共设置 9个室内展馆、1个室外展

馆，展出面积达8.8万平方米。展出产品

涵盖电动工具类、五金工具类、日用五金

及五金电器类、户外用品及健身休闲类、

其他五金类、机电产品类、机械设备类等

七大类。

从“行担走四方”到“生意遍全球”，从

“墁塘之路”到“五金名城”，永康这座“七

山一水二分田”的浙中小城，在一波波发

展浪潮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五金大

道，成为全国最大的五金生产基地，正大

步迈向世界五金之都。

自1996年永康举办第一届中国五金

博览会开始，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地客

商如约而至，齐聚永康共谋商机。如今，

中国五金博览会走过将近30载历程，从无

到有、集群成势、常办常新、与时俱进，现

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五金行业知名展会

之一，是中国五金行业的“风向标”、世界

五金发展的“走势图”。在这里，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叠合融通，客商与

参展商“双向奔赴”，全球市场与五金制造

高效对接。

据统计，本届博览会共有来自国内外

的1501家企业参展。其中，除形成五金

产业集群的浙江永康、武义、缙云三地企

业踊跃参展之外，其他各方参展企业987

家，占比达65.7%；首次参展企业662家，

占比达44.1%。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五金城市场专

区，以展促贸，赋能市场发展。64家五金

城市场经营户组团亮相，握指成拳共觅商

机，全面展示永康五金风采。同时，本届

博览会继续设立进口产品展示区，展出牧

田、世达等10个品牌。此外，本届博览会

还吸引了山东临沂、河北邢台、江苏启东、

江苏丹阳等五金产业较强的区域内企业

集聚参展，看点十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东工业—永康

五金产业带签约仪式暨京东永康地标馆

成立仪式在会上同期举行。据了解，京东

工业是国内领先的工业品互联网交易平

台，此次成立的京东永康地标馆是全国首

个京东五金地标馆。本届博览会通过加

强与京东工业合作对接，将推动永康五金

产业带优化、跨境电商提质，不断拓展品

牌“朋友圈”，进一步带动永康五金产业转

型升级。

永康是电动工具之都，本届博览会期

间还举行了金华市电动工具产业链推介

对接大会，多场推介好戏连台，行业大咖、

上下游企业齐聚一堂、交流合作，共同促

进电动工具产业发展。

数字化也是本届博览会亮点之一。

博览会开设线上线下两个会场，双轮驱动

为展会插上“数字翅膀”，力求促成更多实

质性的贸易合作。

合作共赢，链接未来。本届博览会的

大幕虽然已经落下，但在已经搭起的五金

商贸之桥上，依旧万商如云，步履不停。

本报讯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昌邑市

供电公司近年来积极落实改革要求，聚焦

惠企利民，创新实施“十百千电力服务专员

行动”，助力企业发展和电力营商环境优化。

一是主动服务重大重点项目，让企业

用电更省心。昌邑供电制定《全市重大重

点项目供电服务包保方案》，构建全链条

包保服务模式，确保客户用电需求得到及

时响应。

二是主动服务企业安全生产，让企业

用电更安心。政企联合开展应急演练，提

高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全面排查

用电安全隐患。

三是主动服务园区项目建设，让企业

用电更舒心。提前对接服务园区电网规

划，超前谋划“十五五”电网发展，推进电

网补强升级，全力保障企业用电需求，为

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孟德治）

近日，浙江杭州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荣获第二十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该工程由中国电建集团承

建，是关系千万人民饮水安全、健康及钱塘江水资源科学配置的重大民生工程。图为千岛湖波光粼粼，与碧空

交相辉映。 (中国电建新闻中心供图)

本报讯 日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氢能分会两家会员单位中国电建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

共同筹建的中电建新能源集团—中国海工

院海洋新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据悉，海洋新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作为

一个专业科研平台，整合了电建新能源集团

优势产业资源和中国海工院，以及清华大学

的优势创新资源，将充分发挥产学研用各领

域资源优势，围绕电建新能源集团发展战

略，聚焦波浪能、海上风光、海水制氢等重

点领域，通过深度融合创新，努力打造成行

业内具有影响力的海洋新能源创新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工院院长

张建民在成立仪式上表示，海上新能源是

蓝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研究中心

的成立可实现海洋能源技术落地，支持电

建新能源集团产业落地，促进我国海洋新

能源行业发展，是高校研究平台和央企在

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联合研究中心站在行业发展的新起

点上，将在推动海洋新能源的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电建首席科学家、电建新能源集团

新能源与储能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宗亮介绍

说，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合作交流，

为行业培育高素质人才，将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落到实处。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郑声安认同两位院士的观点。他

说，海洋新能源领域有强大的资源开发潜

力与应用前景，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的结

合将支撑联合研究中心为行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电建新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岳军表示，海洋新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

成立为电建新能源集团服务国家战略、抓

住发展机遇、应对发展挑战搭建了创新平

台。双方将发挥各自产业、资金、科研和人

才等优势，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

关，共同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张小宝）

海洋新能源联合研究中心聚焦海水制氢领域

本报讯 近日，江苏天合元氢科技有

限公司扬州生产研发基地正式建成投产。

这条全球领先的智慧自动化电解槽生产

线，经过一年的建设，已达到投产条件并开

机进入生产阶段。

天合元氢扬州生产研发基地位于扬州

综合保税区，总投资7.2亿元，占地面积近

150亩，建筑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项目

一期建设了1吉瓦碱性电解水制氢装备产

线，未来规划产能可达4吉瓦。

天合元氢董事长高海纯在仪式上表

示，加快氢能产业发展是助力我国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能

源转型的重要枢纽。天合元氢作为氢能领

域的领军企业，不仅持续在材料、工艺等硬

科技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更在氢能“制储输

用”全产业链上展开生态合作，推动行业创

新发展。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史立山在

致辞中指出，电解水制氢是解决新能源规

模化发展的重要措施。氢的市场利用多

样，既可以作为原料，也可以作为能源。天

合元氢扬州生产线的建成，是我国氢能行

业中一次良好的探索和推进。

据悉，天合元氢扬州生产基地不仅自

动化程度全球领先，还配备了10兆瓦装备

测试平台、电化学/防腐产研基地、氢能领域

CNAS实验室等，是集产、学、研、检为一体

的综合氢能装备制造基地。一期建设的

1吉瓦自动化线由极板自动焊接线、流道自

动加工线、板网电极自动焊接线、电解槽组

装线四部分组成，实现了全球领先的“4个

100%”智能产线，即100%自动化、100%质

量自判定、100%产品数字化、100%信息共

享化，确保了产品的一致性、质量可靠性、

履历可追溯性和全生命周期可视性。

随着天合元氢扬州生产基地的落成，

众多海内外能源企业已对天合元氢的产品

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投产仪式上，天合元

氢与俊瑞绿氢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西班

牙GHENOVA 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将充分利用各自品牌、技术、客户

优势，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 （张小宝）

天合元氢扬州基地产线自动化程度行业领先

昌邑供电公司改革赋能实现供电服务新跃升

浙江永康：搭建五金商贸桥，拓展品牌“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