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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报记者 姚美娇

9 月 6 日，由山西省能源
局、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能源
报、中国能源研究会、国际能源
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主
办的“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暨第十三届全球新能源
企业500强峰会”在山西省太
原市举行。本次峰会以“数字
引擎 储动未来”为主题，为推
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汇智聚
策、共谋长远。

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徐广国在致辞中表示，山西
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省。“十四五”
期间，山西将加速能源清洁替
代，可再生能源装机将达到
50%以上，电源结构将进一步
清洁化、低碳化。随着可再生
能源装机规模的扩大，山西新
型储能产业也必将迎来发展的
快速期，新型储能的应用场景
将更加丰富，优势将更加突出。

国家能源集团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冯树臣在致辞中指
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项
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同
发展阶段特征差异明显。要推
动解决新能源发电随机性、波
动性、季节不均衡性带来的系
统平衡问题，储能成为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的必由之路。“随着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在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的背景下，共享储

能、云储能、聚合储能等不同的
商业模式、运营模式将不断涌
现和实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在
题为《新型储能与新能源的发
展现状及展望》的主旨演讲中
表示，储能具有灵活调节、快速
响应、主动支撑等优势，既可布
局在大电源、大电网的关键节
点，也可作为分布式智能电网、
综合智慧能源系统的关键装备
之一，可储可放、兼容并举，可
及时有力地支撑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褚
景春表示，在电源侧，储能的
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一是在
火电机组调节能力提升方面，
由于大量的风光发电接入、火
电机组灵活性改造，使它具备
深度调峰、快速调频和快速变
负荷的能力以适应风光发电
的大量接入；同时，新型储能
与海上风电的融合发展可大
规模促进海上风电并网，同时
在电力输送探索低频直流方
面也需要储能的进一步支撑。

围绕新型电力系统下储能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协鑫集团
副董事长、总裁朱钰峰指出，技
术领先性、安全稳定性、经济适
用性，是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协鑫集
团依托33年来在以新能源为
主的综合能源领域形成的积
淀，已经构成场景多元的一体

化产业链，生产
流 程 减 少 了
65%，能耗降低了
42%，综合成本
降低了 50%，全
程无污染，产品
压实度、能量密
度大幅度提升。

华为数字能
源副总裁、首席
营销官方良周认
为，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需要融合
数字技术和电力
电子技术。“华为
的愿景是发展清
洁能源与能源数
字化，共建绿色
美好未来。华为
将继续深入研究
电子电力技术和
数字技术，助力‘碳中和’目标
的实现。”

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庞文杰在
题为《一切为了绿水青山 海辰
储能产业发展价值观》的主旨
演讲中表示，未来储能产业发
展将分三部曲。“第一是让储能
电池足够便宜；第二是让储能
终端足够安全可靠；第三是让
绿色能源足够便捷普惠。让储
能便宜需要材料降本、设计降
本、制造降本等全生命周期降
本布局；让储能终端足够安全
可靠，需要从技术开源、平台联
动、系统生态、云数管控等方面

着手；让绿色能源足够便捷和
普惠，作为黄金时代发展的制
高点，需要从能源交易、用电界
面、硬件化、模块化等来达成。”

会议期间，清华大学山西
清洁能源研究院碳中和研究
所、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
忠海发布了《2023中国企业碳
中和贡献力研究报告》；中国能
源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魏秋
利发布《2023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竞争力报告》；中国能源
研究会城市能源专委会主任、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原副院长
潘一玲发布《2023跨国公司在
中国绿电行动计划》。

会议还发布了“2023碳中
和绿色影响力领跑品牌”。国
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中船海装风电有限
公司、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东旭蓝天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能链控股有
限公司、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赛拉弗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安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荣获领跑品牌
称号。

■中国能源报记者 林水静

9 月 7 日，由山西省能源
局、中煤集团、中国能源报、中
国能源研究会共同主办的“能
源安全与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在山西省太原市成功举
办。本届论坛以“筑根基 更清
洁 向智能”为主题，与会嘉宾
围绕煤炭清洁低碳高效利用以
及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煤炭高
质量发展热点、难点课题展开
多角度探讨。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在致辞中指出，作为全
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
煤炭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主体能源，是能源安全的重
要保障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原
料，其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能源
变革的关键所在。山西作为能
源大省、煤炭强省，要充分发挥

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优势，统筹发展与安全、
保供与转型的关系，将煤炭高
质量发展作为打造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争当能源革命排
头兵的战略抓手。

中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马世志表示，在

“双碳”背景下，控制煤炭消费
是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点方向，同时煤炭也肩负着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责任。
中煤集团围绕保障能源安全和
实现“双碳”目标，坚持“存量提
效、增量转型”，深入开展“两个
联营+”，开启新能源低碳融合
新模式，打造“煤与煤电”“煤电
与新能源”联营示范基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原副院长谢克昌在主旨演
讲中指出，能源转型的关键是
优化能源结构，要大力发展多

能互补，集成热、电、气、冷优
化，提升火电机组灵活性，消纳
更多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终端
消费方面要提高能源效率，降
低化石能源强度，实施电能替
代，形成以电为中心的能源消
费格局。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
长、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
表示，目前我国煤矿已实现了
较高水平发展，实现了安全生
产的基本格局，已从智能化开
采模式也基本起步，单系统智
能化发展至煤矿全系统智能
化。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因
矿施策制定技术路线，加速打
造一体化平台，强化全流程的
数据贯通，加快全价值链的业
务协同；要科学有序推动，瞄准
自身难点，开展重点建设，加快
形成资源富集、多方参与、合作
共赢以及煤矿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三化协同”的新形态。
提到煤炭资源型企业的转

型发展路径，中煤集团总经理
助理、中煤集团山西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义宝厚表示，“双
碳”目标下，如何做到既“产炭”
又“减碳”，如何在保证能源供
应和践行“双碳”目标的双重约
束下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所
有煤炭企业面临的困惑和难
题。经过深入探索实践，中煤
集团深入开展“两个联营+”，开
启创新能源低碳融合的新模
式：一是着力提升能源安全保
供能力，二是打造多能互补综
合能源示范基地，三是建立现
代煤化工基地。

晋能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国彪指出，全球能源
转型的基本趋势是传统化石能
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同时实现
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

要想加快构建更加多元、清洁、
低碳、可持续的新型能源体系，
就需要煤炭产业大力发展先进
产能，需要电力产业加快结构
调整步伐。

隆基绿能中国区副总裁姚
丰表示，煤炭企业进入光伏领
域有良好的应用场景，例如采
煤沦陷区+光伏，包括露天排土
场、沙戈荒大基地、海上光伏大
基地。煤炭企业无论是利用上
述场景进军光伏还是利用自身
区域势能切入新能源赛道，都
具有显著优势。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中煤能源研究
院执行董事申斌学在会上发布
了“绿色赋能 智享未来”的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会议还发布了“2023双碳
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共推煤炭
产业转型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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