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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
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
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和网源协调发展等重
点任务。业内人士表示，《通知》对完善新能源利用
率管理机制、支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实现“双碳”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确定新能源利用率目标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能源局持
续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大力推进跨省区输电通
道、坚强主干网架及配电网建设，不断提升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扩大新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推
动新能源快速发展、高效利用。2023 年，全国风
电利用率 97.3%、光伏发电利用率 98%，保持了较
高水平。伴随新能源发展进一步提速，截至今年4
月底，全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超过 11亿千
瓦，同比增长约38%，消纳需求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虽然全国新能源利用率自 2019 年
以来持续保持在 95%以上的较高水平，但部分地
区、部分时段消纳压力已有所显现。

“当前，系统存量调节能力已经基本挖潜，需
要新增建设大量新型储能等调节资源，经济代价
较大，推升全社会用能成本，不利于新能源大规
模可持续发展。”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有关专家分
析。考虑到这一因素，《通知》提出“科学确定各地
新能源利用率目标”“部分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
适当放宽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原则上不低于90%”。

前述专家表示，从系统最优的角度统筹开发
和消纳，适当放宽资源条件较好、新能源发电成
本较低、系统消纳成本较高地区的新能源利用率
目标，可为新能源发展留有更多空间。

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配套电网建设需求
大幅上升，需要加快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工作，
优化接网流程。

《通知》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
建设。一方面，加强规划管理。对500千伏及以上
配套电网项目，每年组织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内项
目调整，并为国家布局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流
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开辟纳规“绿色通
道”，加快推动一批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纳规。另

一方面，加快项目建设。各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
电网企业建立已纳入规划的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
清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前期、核准
和建设工作。此外，要求优化接网流程，电网企
业要主动为新能源接入电网提供服务，简化审核
环节，进一步提高效率。

《通知》明确，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和
网源协调发展。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根据新能源
增长规模和利用率目标，开展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需求分析，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调节能力提升方
案。同时，开展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效果、各类
储能设施调节性能、负荷侧调节资源参与系统调
节规模和置信度的综合评估。针对部分新能源和
电网项目规划建设时序协调不足、衔接不到位的
情况，在要求加快配套电网规划建设的同时，有
序安排新能源项目建设，结合消纳能力科学安排
集中式新能源的开发布局、投产时序、消纳方
向，合理安排分布式新能源的开发布局，加强新
能源与配套电网建设的协同力度。

常态化开展消纳监测分析

规范新能源消纳数据统计管理工作，科学反
映新能源真实消纳利用水平，也是促进新能源更
好消纳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应统一新能源利用率统计口径。《通

知》明确，发电和电网企业要严格落实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风电场利用率监测统计管理办法》和

《光伏电站消纳监测统计管理办法》规定的风电
场、光伏电站可用发电量和受限电量统计方法，
新能源利用率按仅考虑系统原因受限电量的情况
计算。“这能够排除不可抗因素、并网调试、计
划检修、市场化交易决策不当等特殊因素影响，
更加科学地反映新能源真实的消纳利用水平。”电
力规划设计总院有关专家说。

另一方面，强化新能源消纳数据的校核和披
露。发电和电网企业要向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监
测预警中心报送新能源并网规模、利用率和可用
发电量、实际发电量、受限电量、特殊原因受限
电量等基础数据。各级电网企业每月应向其电力
调度机构调度范围内的风电场、光伏电站披露利
用率及可用发电量、实际发电量、受限电量、特
殊原因受限电量等基础数据。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
新能源消纳监测分析和监管工作，开展月度消纳
监测、半年分析会
商和年度消纳评估
工作。加强对新能
源跨省消纳措施的
监管，督促有关单
位取消不合理的限
制性措施。

截至4月底，全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超过11亿千瓦——

多措并举做好新能源消纳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据新华社西宁6月4日电（记
者李占轶）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4日
发布的《2023年青海省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显示：青海省境内长江、
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达到Ⅱ
类，水质状况为优，青海生态环境
状况总体稳定。

青海省被称为“三江之源”“中
华水塔”，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
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公报显示，三江源区、青海湖
流域和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区生态系

统格局、生态质量保持稳定。青海
省生态质量类型以“二类”为主，生
态质量变化基本稳定。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建
昱介绍，2023 年，青海省地表水水
质整体优良，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地和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6.6%，
声环境质量和辐射环境质量整体良
好，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主要
污染物总量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减
排目标任务，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
上等级突发环境事件。

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本报北京6月4日电（记者邱
超奕）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
悉，民机试飞中心日前在陕西蒲城
揭牌，工信部、陕西省、中国商
飞、中国航发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
加了活动。

据介绍，成立民机试飞中心，
是系统谋划中国民机试飞能力布局
的关键一步。未来，民机试飞中心
将以民用航空产业发展及适航审定
需求为牵引，全面建设民用试飞技
术能力、产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国

际合作能力，全力保障民用飞机、
发动机、机载产品等试验试飞任务，
构筑民机试飞技术策源地、民用试
飞高水平人才聚集地，打造民机试
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创新开
放、国际一流的民机试飞平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紧抓航空产业发展新机遇，
持续强化投入，打造国际一流的国
家级民机试飞平台，体系化构建全
谱系、全领域民机试验试飞能力，
服务国家战略和全行业用户需求。

民机试飞中心在陕西蒲城揭牌

本报银川6月4日电（记者秦
瑞杰） 近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19年9月至
今，宁夏全区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
502 笔，金额 3983 万元，交易量达
5074吨，支持了200余个项目建设，
在沿黄 9省（区）和西北 5省（区）中
率先实现跨市域交易。

据了解，排污权改革以来，宁
夏修订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储备
排污权指标调剂审查管理办法》，运
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建立排

污权改革政策制度体系。通过测算
发布交易基价，核算初始排污权、可
交易排污权、新增排污权、政府储
备排污权，构建起全区统一的交易
平台。同时，宁夏还启动银川市挥发
性有机物交易试点，实现交易区
域、污染因子和行业类别“三个全覆
盖”，交易活跃度不断提升。

此外，宁夏赋予排污权金融属
性，以“排污权+”等形式实现抵押
贷款 20 笔，授信金额 4.54 亿元，
激活了排污权“沉睡资本”。

宁夏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502笔

本报广州6月4日电（记者姜
晓丹） 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机
遇，加快推动广州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
印发《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
案》（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广
州低空经济整体规模达到 1500 亿
元左右。通航基础设施和飞行环境
明显改善，以高端智能制造业为主
导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取得成效，低空飞行服务
保障能力明显提升，低空领域技术
创新水平全国领先。

智能航空器销售方面，《方案》
提到要向全球生产销售“广州造”
的首台飞行汽车，推动关联的载
人航空器、飞行汽车、货运无人
机、消费无人机、传统直升机等
航 空 器 制 造 业 实 现 产 值 规 模 超
1100亿元。

城市先进空中交通商业运营方
面，《方案》指出要推动广州成为国
内首个载人飞行商业化运营城市，
低空经济跨境飞行、商务定制、短
途客运、文旅消费、物流运输、应
急医疗、会展服务等关键运营服务
领域的市场规模达到300亿元。

广州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广州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江西 500 千伏吉
安南输变电工程是江
西省重点工程，投运
后可加强该省吉安市
南部电网与吉安主网
联络，提升新能源电
力消纳能力。图为日
前 在 该 项 目施工现
场，电力工人正在高
空进行输电 铁 塔 架
设安装作业。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黔江区在发展养蚕产业的同时，不断延伸蚕桑产业链，培
育多家丝绸企业，将当地蚕农的蚕茧加工成丝绸产品，销往国内外
市场。图为近日黔江区正阳工业园区一家丝绸公司生产车间的女工在
络丝。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地
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
素沙地之间。该区开
发建设 20 年来，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持续拓展城市绿
色空间。目前，城区
绿 地 总 面 积 已 达
6157 万平方米，绿化
覆盖率达 42.56%，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96.22平方米。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市场形
势，钢铁行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
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品种结构不断优
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取得
新成效。”日前，中国钢协党委副书记、
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表示。

产品更高端。2月25日，河钢集
团唐钢公司研发生产的200吨大梁钢
700BL 在国内某专用车企业加工完
成，用于运输车、牵引车等专用车车
厢防护件的制造。该产品为针对客户
需求首次定制生产，填补了国内超厚
规格大梁钢领域空白。鞍钢研发高强
汽车用钢低密度钢系列产品，首钢取
向电工钢产品全球首发，新兴铸管研
发的铸管生产装备打破国际垄断……

近年来，钢铁业产品结构调整速

度 明 显 加 快 ， 制 造 业 用 钢 占 比 从
2020 年的 42%提高到 2023 年的 48%。
找钢网平台交易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随着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大
型船舶生产出口较快增长，家电消费
持续回升，用于高端制造业的工业用
材需求增幅明显，正有效弥补建筑用
材需求下降的缺口。

生产更智能。在矿山智能管控中
心，按下作业按钮，数公里外的钻机
即可完成整套工作；在炼铁车间，铁
前生产、高炉炼铁、铁水运输等流程
及数据在大屏上完全展现……鞍钢集
团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近5年实施
463个数字化智能化项目。

根据中国钢协调研，一季度，参

与评估企业的数智化改造投资达到吨
钢 38.5 元，较上一年提高 23.9%；机器
人（含无人化装备）应用密度达 54 台

（套）/万人；500万吨规模以上企业基
本实现了管控衔接、产销一体和业财
无缝。智能工厂和智能集控中心正
在成为新趋势，利用工业互联网技
术实现智能化生产过程管控和智慧
化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的 企 业 分 别 达 到
79.6%和57.1%。

发展更绿色。截至2024年4月23
日，共有136家钢铁企业完成或部分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其
中，95 家企业完成了全工序超低排
放改造，涉及粗钢产能约4.495亿吨，
吨钢超低排放改造投资约为453.8元；
41 家企业完成部分工序超低排放改
造公示，涉及粗钢产能约1.41亿吨。58
家企业 4.4 亿吨产能作为极致能效培
育企业，正积极推进实施极致能效工
程，节能减碳量十分可观。

“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对钢铁
的需求还将在很长一段时期维持较高
水平，且要求质量更优、性能更高、能
耗更低。”在姜维看来，下一步钢铁企
业要努力提升经济效益、调整优化品
种结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维护产业
链稳定运行，“后期，随着稳增长政策
逐步发挥作用以及全行业自律控产降
库存取得阶段性成效，钢铁行业有信
心进一步稳定运行、提质增效。”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特征明显

钢铁业提质增效信心足
本报记者 刘志强 王云杉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特征明显

钢铁业提质增效信心足
本报记者 刘志强 王云杉

中国宝武马钢集团持续推进钢
铁业全流程、系统化减污降碳工作，
已成为安徽省第一家环保绩效 A 级
钢铁企业。图为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
的中国宝武马钢特钢生产线转炉除
尘系统。 罗继胜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烟台市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逐渐普及自动化分选设
备，持续推进大樱桃产业的规模经营和设施升级，助力广大果农增产
增收。图为日前，工人在烟台市福山区乐浓大樱桃分拣中心分选流水
线上忙碌。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