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A8 □2024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张永超 □本版美编 郭佳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以风电、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蓬勃
发展，为推动能源转型注入了
强劲动能。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新能源新
增装机容量2.93亿千瓦，同比
增长138.0%，其中风电新增装
机 7590 万千瓦，光伏发电新
增装机 2.17 亿千瓦。截至
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累计装
机容量达10.51 亿千瓦，同比
增长38.6%，其中风电累计装
机4.41亿千瓦，光伏发电累计
装机6.09亿千瓦，占电源总装
机的36.0%，同比提升6.4个百
分点。

截至2023年底，全国累计
发电装机容量约为 29.2 亿千
瓦。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共占 50.4%，超过火电
(47.6%)。这组数据表明，我国
在“十四五”规划中定下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到
2025年底达到50%以上”的目
标提前实现。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
事长王勃华表示，光伏作为助
力可再生能源超越火电的主要
力量之一，2023年我国光伏产
业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216 吉
瓦，全球占比历史性超过了
50%；累计装机容量接近610

吉瓦。
在不少光伏从业者看来，

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是我
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重要里
程碑，标志着我国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在新能源装备制造、开发利用、
系统稳定控制等方面走在了全
球前列。

“我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
规模均居世界首位，风光产业
化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
认为目前新能源产业方兴未
艾，在‘双碳’目标的有力推动
下，我国以风光为主体的新能
源产业也将全面迈入加速发展
阶段。”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
武说。

有业内人士分析，按照现
有技术来推测，未来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占比会达到80%
左右，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在
20%左右，化石能源在整个能
源体系中主要将发挥兜底保障
的作用。

可再生能源不断壮大的背
后，是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
日益迫切。

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轩看
来，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将快速提
高，要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大
规模发展的新型电力系统，强

化能源电力发展规划。
“建议加强新型电力系统

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新能源大
基地建设，统筹提升电力系统
调节能力，推动电力领域科技
创新，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
职副理事长王抒祥表示，要研
究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友
好并网的先进电网和储能等新
型电力系统支撑技术，开展高
比例新能源和高比例电力电子
装备接入电网稳定运行控制技
术研究。同时，还要加大新技
术应用示范的支持力度，加快
新型电力系统、储能、氢能、
CCUS等标准体系研究，发挥
标准引领作用。

3月 4日，全国新能源消
纳 监 测 预 警 中 心 发 布 的
《2024年1月全国新能源并网
消纳情况》显示，今年1月，全
国风电利用率为98.3%，光伏
发电利用率为98.0%。这是自
2019年以来，光伏发电利用率
连续五年超 95%。不过在业
内人士看来，当前新能源高速
发展的新背景下，消纳压力已
经凸显。

“我国新能源累计装机已
突破10亿千瓦。但是，新能源
装机远超规划底数，新能源利
用率面临下滑风险。”3月 26
日，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
源研究中心新能源调度运行室
主任张金平在“2024光伏市场

发展论坛”上表示，2024年中
国新能源利用率可能降至95%
以下。2025年还将进一步下
降，2030年整体利用率或将降
至90%左右。

由于电力系统接纳新能源
能力受电源、负荷、网架等多种
因素限制，风光受电力系统运
行灵活性的限制，所以当新能
源装机占比提升、电力供应超
过负荷需求时，为保障电力系
统实时平衡，会产生新能源消
纳受限的问题。

张金平按照，按照现有的
装机量趋势测算，预计到2025
年底，全国新能源累计装机将
突破14亿千瓦，提前实现2030
年风光总装机12亿千瓦的目
标，届时，新能源的利用率面临
下滑风险。

“在集中式光伏方面，随着
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的逐步并
网，其高效利用和消纳面临挑
战。沙戈荒项目分布的主要
地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
肃等省区新能源资源丰富，但
网架薄弱，当地无消纳空间且
外送受安全约束的限制，高效
消纳面临挑战。预计到2030
年，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总装
机容量将达到4.55亿千瓦。”张
金平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除浙江省外，山东、黑龙江、
河南、广东、福建5个试点省份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布式光消

纳制约情况。另外，新能源正
在逐步进入电力市场，也在加
大消纳协调难度。

“跨区送电存在‘低谷不
要、高峰不送’的现象；绿电交
易消费场景不明确，交易量小，
新能源‘绿电’属性也没有得到
充分体现。”张金平介绍，2023
年中国市场化交易新能源电量
6845亿千瓦时，占新能源总发
电量的47.3%。随着市场建设
深入推进，新能源电力交易除
电量、价格外，还要明确曲线，
交易组织更加复杂。

“随着我国新能源发电占
比的提高，局部电网承载能力、
通道输送能力和系统调节能力
全面趋紧，个别地区已接近新
能源消纳的‘天花板’。需要考
虑新能源出力波动特性，优化
新增装机布局，结合不同地区
新能源资源特性、系统消纳成
本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
重，制定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
目标。”张金平说。

完善新能源消纳的市场机
制也是一条重要路径。张金平
建议，持续加大省间、省内交易
组织力度，加强中长期与现货
市场衔接，提升新能源市场消
纳比例；完善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外送交易模式，保障大基地
消纳。进一步扩大绿电交易规
模，探索分布式电源参与绿电
交易，激励更多市场主体主动
消费绿电。

■王 璐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南方五省区多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用电量均呈两位数增长，与
绿色消费相关的充换电服务业
同比增速达62%；全国太阳能、
风电装机容量分别同比增长
56.9%、21.3%……今年前两个
月，一系列电力数据展现“向上
向新向绿”之势，中国经济增长
正在加速释放新潜能。

位于广州黄埔区的中新广
州知识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
高科技产业园区错落铺展，各
大实验室、研发平台竞相赶超。

“今年以来，中新广州知识
城用电负荷持续上升，1至2月
用电量较去年增长52.6%。”南
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客服中
心数据管理部专责陈依颖说，
其中，以小鹏汽车为代表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用电量增速
达68.5%，以百济神州、诺诚健
华、康方生物等为代表的生物

制药产业集群用电量增速达
40.2%，以粤芯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
业集群用电量增速为28.1%。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
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今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多地接连出招促
消费，铆足干劲抓生产，用电总
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
年1至2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1.5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11.1%、9.7%、15.7%、10.5%。

3月26日，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常
务副理事长杨昆在2024年经
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测会
（以下简称“预测会”）上表示，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2024
年全国电力供需延续紧平衡态
势。随着现代化建设全面推
进，今后一个时期电力需求仍

将保持刚性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

成为电量增长新引擎。以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五
省区为例，1至2月高技术及装
备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增 速 达
16.9%，高于高载能行业8.8个
百分点。其中，专用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子
设备制造业等涵盖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主要行业用电量均呈两
位数增长。

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
式的带动下，绿色消费也是日
趋火热。例如，1至2月，五省
区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62%。

电力生产的成色也更“绿”
了，清洁能源发电量在逐步增
加。从东海之滨徐徐转动的风
机叶片，到西北大漠连接成排
的光伏电板，再到长江干流上
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它
们都在为中国经济充电蓄能。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2月底，全国累
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9.7 亿千
瓦，同比增长14.7%。其中，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6.5亿千
瓦，同比增长 56.9%；风电装
机容量约 4.5 亿千瓦，同比增
长21.3%。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
副主任刘世锦看来，电力数据
的变化背后是整个产业的转型
升级，也彰显出我国经济增长
的潜能。

刘世锦在中电联预测会上
表示，今年，我国经济要实现
GDP增长 5%左右的目标，最
重要的是立足于发掘中国经济
新增长潜能。

一是追赶潜能，就是发达
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没有
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
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
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
业的稳固与升级；二是新技术
革命所催生的数字技术和绿色
转型的潜能。追赶潜能和数字
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

是要融为一体，这样一来，我国
的新技术发展就会比成熟经济
体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和更长时
间的增长机会，通过规模经济
更快地降低成本，进而形成新
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终端
用能电气化等因素，中电联预
计，在电力消费方面，2024年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9.8
万亿千瓦时，比 2023 年增长
6%左右。全国统调最高用电
负荷将达到 14.5 亿千瓦，比
2023年增加1亿千瓦左右。在
电力供应方面，2024年新投产
发电装机规模将再超 3 亿千
瓦，到2024年底，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将达到32.5亿千瓦，同
比增长12%左右。具体来看，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
18.6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的
比重上升至57%左右。其中，
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13亿千瓦左右，首次超过煤电
装机规模，占总装机比重上升
至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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