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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抓重大政策机遇，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破解“一煤独大”困局，在高质量

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山西被赋予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使命任务，在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新型

能源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求突破，着力增强保障能源安全能力，构建起现代能源经济产业链；另一方面，做好非煤产业大文

章，逐步形成“抓转型必须抓文旅，抓文旅就是抓转型”的共识，不断推进文旅融合，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纵览近年来山西在能源产业和文旅产业转型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一个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显韧度、在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中攒厚度、在推广清洁能源应用中描弧度、在文博机构数字化发展中拓宽度、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升热度、在文物以及

古村古建保护中有态度的山西形象多维度、全方位地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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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韧度：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过去，山西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煤炭资源，导致产业结构单一，

缺乏多元化发展。近年来，山西以坚韧不拔的改革决心，力促资源

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能

源革命上走在前、作示范。如今，山西正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降能耗、

提能效，在煤电、钢铁、有色、焦化、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加大力

度开展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十四五”以来，山西淘汰落后煤电机组

245 万千瓦，完成现役机组“三改联动”6531 万千瓦，建成投运 6 台百

万千瓦机组，60 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占煤电机组的比例约 50%，平均

供电煤耗较 2020 年下降 12 克。

此外，山西全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加快推动煤炭由燃料向

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梳理出 10 条煤化工重点产业链。山西省

明确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的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并将其作

为“五大基地”建设内容之一。全省上下锚定目标，在煤机装备、煤

电、煤化工、氢能、煤层气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越来越多的煤

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落地生“金”，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推动能源革命加速前进。

攒厚度：新型电力系统保障电力供应

在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的同时，山西加快光伏、风电、氢能、地

热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能源供给由单一向多元、由“黑色”

向“ 绿 色 ”转 变 。 截 至 2023 年 底 ，山 西 新 能 源 和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6797.78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45.83%，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

权重达 26.5%。随着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装机占比逐渐上

升，为保障电力系统稳健运行，山西不断加强电力系统运行的“厚

度”，通过新型储能这个大型“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时

放电，发挥“调节器”和“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

作为电力外送的重要省份，通过“市场之手”更高效地消纳新能

源电量，是山西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山西省电力现

货市场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转入正式运行，是国内第一个进入正式

运行的省级电力现货市场。目前，已形成“全电力优化、新能源优

先”的省级电力现货市场，支撑“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零售市

场+绿电绿证”“省内+省间”协同运行的电力市场体系。

描弧度：清洁能源应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2020 年底以来，锚定“双碳”目标，能源大省山西以煤为基，依托

汾河东西两岸的晋中和吕梁两市，延伸产业链条，开启“左手向醇，

右手向氢”的能源变革之路，为碧水蓝天绘出一抹绿弧。

氢具有燃烧热值高的特点，是汽油的 3 倍，酒精的 3.9 倍，焦炭的

4.5 倍，燃烧的产物只有水，清洁无污染，是一种优势十分突出的能

源。山西氢能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可在交通运输、工业生产、能

量转送、电网储能调配等领域应用。随着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不

断发展，“链主”“链核”企业加快发展步伐，一幅氢能产业链蓬勃发

展的画卷正在三晋大地徐徐展开。截至目前，山西省氢能产业链已

汇集 31 户企业，形成美锦能源、山西晋南钢铁、山西鹏飞集团 3 户

“链主”企业。2023 年，全省氢能产业链累计营收 502.5 亿元，同比增

长 32.2%。作为全国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山西工业副产品不仅有氢，

还有甲醇。山西拥有煤制甲醇、焦炉煤气制甲醇等多种生产路径，

掌握甲醇全产业链生产技术，具备大规模生产供应能力。2023 年，

晋中介休昌盛 25 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全市

81 座甲醇加注站建成使用，甲醇汽车市场规模达 5000 辆。

拓宽度：博物馆数字化创新文旅体验

当今，数字化技术正改变知识与文化的传播方式。从山西博物

院的旧石器时代三棱大尖状器到山西考古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石

雕蚕蛹，从晋国博物馆的西周叔虞方鼎到太原博物馆的东周赵卿墓

车马坑……山西拥有丰富的博物馆以及文物资源，如今正利用云服

务、人工智能、VR 等科技手段，让文物资源焕发新活力，不断拓宽博

物馆的“围墙”“边界”，让“一眼千年”“一眼万里”成为现实，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山西，可以看到一座“永不落幕的博物馆”——山西文物数字

博物馆，汇聚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为公众提供查询、浏

览、鉴赏、互动等服务。今年“五一”期间，山西博物院推出“时空变

调——山西古建筑数字艺术展”，参展的 20 余件艺术品涵盖雕塑、绘

画、装置、数字影像、交互艺术、混合现实、人工智能艺术等类别，令

人眼前一亮。未来，山西文博机构将继续推动数字化发展，满足公

众的多元文化需求，让三晋文化的魅力璀璨绽放。

升热度：演唱会与旅拍带火文旅消费

今年以来，太原市积极发展演唱会经济，邀请歌手来太原举办

演唱会，吸引各地歌迷前来观光旅游。一场场演唱会在太原拉开帷

幕，一首首经典歌曲为观众展示音乐魅力，也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

活力。在演唱会当日增派公交车辆免费接驳并提供延时服务；歌迷

持有演唱会门票，可以在演唱会举办前后免费游览景区、博物馆；成

立演唱会经济服务保障工作专班，解决演唱会举办堵点难点问题；

为歌迷提供免费饮用水……贴心举措越来越多，游览体验持续优

化，文旅消费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今年至今，太原市已举办 32 场

演唱会，现场观演近 100 万人次，较 2023 年的 20 场、50 万人次分别增

长 60% 和 100%。

除此之外，游客穿着传统服饰拍照的旅拍项目，正成为山西各

古城大院的文旅消费新热点。在平遥古城，旅拍商家已发展至 500

余家，吸纳摄影、化妆、民宿等相关从业人员近 4000 人。这些旅拍店

多为专职经营，在承接拍摄的同时，还提供服饰租赁、化妆、取景等

服务。许多民俗客栈将旅拍作为辅助经营项目。在平遥古城的 500

余家民俗客栈中，约 1/3 推出了旅拍活动，带动“一日游”向“两日游”

转变，延伸文旅产业链条。

有态度：持续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今年夏天，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后走红网络。游戏

部分场景取材于 36 处景点，其中有 27 处是山西具有代表性的古建

筑，古刹、古塔、牌楼、石窟、石刻、雕塑等，大部分都是主创人员实景

复刻或由动画师建模生成，十分生动逼真。这些古建筑横跨山西 9

个地市，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戏玩家和游客前来打卡。截至 11 月 5

日，全网结合《黑神话：悟空》宣传山西文旅和山西古建的相关话题

阅读量破百亿次；1—11 月，全省 66 个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9863.66万人次，同比增长 19.94%，累计门票收入 30.75亿元，同比增长

19.37%。“山西古建”成为热点话题，推动实现旅游“接待+收入”双

增长。

作为一个文物大省，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达 53875 处，其中古

建筑就有 28027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31 处，其中元代及以前

木构古建筑 500 余处。受长期雨雪侵蚀等因素影响，许多文物现已

处于濒危状态。山西持续强化文物保护工作，2023 年印发《关于推

动新时代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考古、古建

筑、博物馆三大领域，强化文物科技、人才、管理、利用、政策保障工

作；此外，山西成立省级文物保护基金，构建起多元、稳定、可持续的

文保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持续推进文物领域的公共文化服务。

未来，山西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抓住重大政策机遇，深化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加强非煤产业发展，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

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书写更加辉煌的转型发展新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