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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日前，山东、贵州、四川、陕
西、云南等省份陆续召开省级
能源工作会议，部署2024年能
源工作重点。

国内咨询机构Co-Found
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需在政
策扶持、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
调整等方面加大努力。在各
省份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新能
源装机规模未来有望实现更
大的发展。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

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新增电力装机
约3.3亿千瓦，总装机达到29
亿千瓦、同比增长12.9%，全国
电力供应总体稳定。可再生能
源成为保障电力供应新力量，
总装机年内连续突破13亿、14
亿千瓦大关，达到 14.5 亿千
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
过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
规模。

近期，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发
文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保持高速度发展、高比例利用、
高质量消纳的良好态势，为保
障电力供应、促进能源转型、
扩大有效投资、增加外贸出
口、降低全社会用电成本发挥
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1月30日发布的《2023—2024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
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
新能源发电持续快速发展的带
动下，预计2024年全国新增发
电装机将再次突破3亿千瓦，

新增规模与2023年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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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研究所秘书长林先平认为，
在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的推动
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不断
下降，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
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为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预计2024年可再生能源
将在电力供应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成为保障能源安全和促进
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多地也定下了
2024年新能源发展目标。

2023年 12月 27日，内蒙
古自治区能源工作会议提出，
2024年，全区能源领域重大项
目力争完成投资 3200 亿元，
较 2023 年增长 10%左右，其
中能源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
资超过 2300 亿元（新能源投
资超过1800亿元），新能源装
备制造力争完成投资超过
900 亿元。在新能源建设方
面，力争 2024 年新能源装机
4500 万千瓦，新能源总装机
规模达到1.35亿千瓦，提前一
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火电装机规模的目标。

同一天，山东省能源工作
会议也提出详细目标，开展“重
大项目突破年行动”，实施核电
项目提速建设、风光基地提效
建设、储能设施多元发展、地热
资源开发示范、煤炭油气增储
稳产、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装备
产业招引培育、绿色低碳转型
试点、能源惠民利民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筑基等能源转型投资

“十大工程”。2024年，计划全
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1500万千瓦以上、总装机规
模突破1亿千瓦；能源领域力
争完成投资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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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袁帅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
示，内蒙古、山东等地提出的新
能源装机目标也表明了地方政
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和
支持。预计未来可再生能源将
继续成为保障电力供应的主要
力量，并在实现能源转型和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客观看待指标滞后问题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是能源领域的主
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
发展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抓手。

作为清洁能源大省，2月2
日，云南省能源工作会议提出，
2023年，云南省能源创造了多
个新纪录、取得了多个新突
破。能源投资增速持续保持重
点行业首位，电煤保供和火电
出力创近10年最高水平，新能
源投产并网规模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全省绿色能源装机
占比接近90%，绿色发电量占
比约84%，比全国平均高约55
个百分点，电源结构更加清洁
化，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林先平分析，随着可再生
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它将变
得比化石燃料更具竞争力。许
多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使可再
生能源的储存和生产变得更具
竞争力。同时，太阳能和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和效率
越来越高，要实现100%的可
再生能源，重要的一步是投资
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这包括
建设更多的太阳能和风电场，
以及安装更多的储能系统。

能耗、碳排放等指标与“双
碳”战略持续推进密切相关。
2023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显示，4
项指标滞后预期，分别是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
幼儿托位数。

《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对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等约束性指标，要进一步
完善能耗及碳排放强度管控政
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
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严格合
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大力推
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加
快实施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
程，提高治污科学性精准性。

张新原认为，单位GDP能
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降低指标的问题应客观
看待：一方面，这与我国经济
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我国在能耗降低和碳排放
减少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短板。

林先平称，建议加强政策
引导和监管，推动能源结构的
优化，加快新能源的发展和应
用。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研
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
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这
些措施将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
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兼顾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

2024 年是实现能源发展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都
是能源领域的重要工作。如何

在安全保供的同时推动绿色转
型，成为摆在各地面前的现实
问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安
徽省统筹能源安全保供与清洁
转型，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支
撑性电源和外送输电通道建
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
快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着
力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四川省加快推进全省天然
气储备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煤
炭储备调度和应急保障水平；
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统筹
同步推进电源电网项目建设，
提速建设多能互补电源项目，
大力实施互联互济重要电网
工程。

同时，煤炭大省陕西也不
例外。陕西省积极推动煤炭增
产增供、油气增储上产、电力安
全稳定供应；促进可再生能源
跨越式发展，大力提升新能源
安全可靠替代水平、煤电绿色
发展水平，统筹推进关中煤炭
消费控制，纵深推进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

《报告》显示，预计2024年
全国电力消费平稳增长。预计
2024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9.8
万亿千瓦时，比 2023 年增长
6%左右：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
荷14.5亿千瓦，比2023年增加
1亿千瓦左右；同时预计2024
年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期间全
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紧平衡。

各省份尤其是传统能源大
省，如何兼顾能源保供和绿色
转型？

袁帅告诉记者，传统能源
大省在稳定煤炭产量的同时，
面临着能源保供和能源转型的
双重任务：一方面，相关省份需
要确保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供
应，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推
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
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这需要传
统能源大省在保持稳定产量的
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
环境污染。此外，还需要加强
与其它省份和其它国家的合
作，共同推动能源转型和应对
气候变化。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林
先平表示，挑战主要来自于传
统能源产业的稳定性和转型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了应
对这些挑战，传统能源大省需
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同时加强新能源的开
发和利用，逐步降低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此外，还需要加强
相关政策的引导和规划，确保
能源转型的稳步推进。

兼顾保供转型兼顾保供转型，，多省份部署今年能源工作多省份部署今年能源工作

甘肃山丹甘肃山丹：：
戈壁滩上新能源煜煜生辉戈壁滩上新能源煜煜生辉

隆冬时节，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东乐北滩新能源基地,鳞次栉比的光

伏板在夕阳下泛起层层“涟漪”熠熠

生辉，昔日的戈壁荒滩焕发出勃勃生

机活力，源源不断地把太阳能转化为

电能输入国网。目前，已有548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40万千瓦

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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