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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攸关
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日前，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有
关情况。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
会上表示，我国深入推动能源
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
命、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
合作，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统筹能源高质量发展

要做好“加减法”

近年来，新型能源体系已
经成为能源领域的关键词。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大战略决
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两
年对此作出明确的工作部署。
新型能源体系的“新”具体体现
在哪里？

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章建华
介绍，近两年来，国家能源局深
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不断深化对新型能
源体系内涵特征的认识，扎实
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实，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具体来看，能源结构更
“绿”。近年来，我国非化石能
源供给提速，“十四五”前3年

年均增量是“十三五”的1.4倍，
推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
提高了0.7个百分点，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

供应韧性更“强”。2023
年煤炭、油气等一次能源生产
总量48.3亿吨标准煤。目前，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30亿
千瓦。近年来，原油产量稳定
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产量从
2017年开始连续七年每年增
长超100亿立方米。能源储备
调节能力持续提升。

产业体系更“新”。新能源
发电技术保持世界领先，光伏
电池等“新三样”成为我国外贸
出口的“新名片”。首座高温气
冷堆商业示范工程建成投产。
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智能
微电网推动“源网荷储”融合发
展，虚拟电厂引导电力用户高
效、主动参与需求响应。

治理基础更“实”。能源法
（草案）已进入全国人大审议程
序，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稳步建设，能源领域自然垄断
环节监管制度更加健全，绿色
电力证书、可再生能源消纳责
任权重等政策机制深入实施。

能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构筑
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面对“双
碳”目标，如何统筹能源的高质
量发展？章建华表示，一方面，
要做好消费侧节能降碳的“减
法”。贯彻落实《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深入实
施化石能源消费减量替代行
动，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
持续推动用能方式转型升级，
深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农
业等领域电能替代，增强电动

汽车充电服务保障能力，到
2025年，全国建成充电基础设
施1200万台左右。通过各方
面协同努力，争取到2025年，
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提高到
30%左右。“另一方面，要做好
供给侧非化石能源提质扩量的

‘加法’。加大非化石能源开发
力度，统筹推进核电、水电、新
能源开发利用。加强系统调节
能力建设，提高电网对清洁能
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
同时，要以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核发和交易为抓手，促
进绿电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推
动能源需求增量更多由非化石
能源满足，推动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章建华说。

经济发展“含绿量”

显著提升

煤炭是我国当前的主体能
源，是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和
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国家能
源局数据显示，煤炭开发进一
步向西部资源条件好、竞争力
强的地区集中，晋陕蒙新原煤
产量由2013年的 25.9亿吨提
高到2023年的38.3亿吨，占全
国产量的比重提高了11.8个百
分点，有效发挥了煤炭供应的

“主力军”作用。大型现代化煤
矿已经成为我国煤炭生产主
体，矿井数量由1万多处减少
到4200处左右。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
长李福龙称，煤炭在我国能源
安全保障中发挥着“压舱石”作
用。过去十年来，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持续推进数字化、智
能化煤矿建设，合理增加先进
产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提供
了坚实基础。

煤炭绿色智能发展成效显
著。李福龙进一步表示，煤矿
智能化建设进入加速发展、纵深
推进的新阶段，截至今年5月
底，煤矿智能化建设投资已累计
完成1120多亿元，全国累计建
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1993个、
智能化掘进工作面2232个，减
人增安提效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在“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
引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实
现了从小到大到强，从跟跑到
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中
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

谈及我国在推动可再生能
源利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国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
司长李创军表示，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电力需求体量巨大、新增装机
需求旺盛，这为我国可再生能
源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另外，还得益于积极的政
策支持、及时的政策调整、广泛
的市场参与、持续的技术创新。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
2013 年到 2023 年，煤炭消费
比重从 67.4% 下降到 55.3%，
累计下降12.1个百分点，风电、
太阳能发电、水电、核电及生物
质能等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从
10.2%提高到17.9%，累计提高
7.7个百分点。

章建华指出，我国深入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消
费侧转型牵引作用，能源消费
结构持续优化，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工业、
交通、建筑和人民生活用能方
式发生深刻转变，油品质量实
现由国三到国六标准“三连
升”，对大气质量改善作出了积
极贡献。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经济发展“含
绿量”显著提升。

全国人均生活用电量

10年翻一番

2013 年到 2023 年，风电
发电装机从7600多万千瓦增
长到4.4亿千瓦以上，增长了近
5倍，光伏发电装机从1900多
万千瓦增长到6亿千瓦以上，
增长了30多倍。西电东送能
力超过3亿千瓦，支撑了东中
部地区约 1/5的用电需求，长
输油气管道总里程从10万多
公里增长到19万公里，增长约
80%。全国人均生活用电量从

500 千瓦时增长到接近 1000
千瓦时，翻了一番，14亿人民
用能需求得到有力保障。

兜住兜牢民生用能底线，
提升人民用能获得感。章建华
表示，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电网
建设改造，2015年底，全面解
决全国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在
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实现人人有
电用。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
实现了县县通大电网，大电网
覆盖范围内村村通动力电，有
力保障了农村生产生活用电需
求。始终坚持民生用电优先，
指导地方深挖需求侧响应潜
力，根据产业结构优化有序用
电措施，确保民生和重要用户
用电不受影响。

“因地制宜推进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加快提高清洁
取暖比重，居民取暖条件显著
改善。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
展，我国已建成电动汽车充电
桩接近1000万台，95%以上的
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建了充电设
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数量最
多、服务范围最广、品种类型最
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支撑
了我国现有2000多万辆新能
源汽车的补能需求。在农业产
业园、有条件的村镇建设光伏、
生物质、储能等多能互补综合
利用项目，提高用能效率和综
合收益。累计建成投运光伏扶
贫电站2636万千瓦，每年可产
生约180亿元的发电收益，惠
及415万脱贫户。”章建华说。

不过，今夏我国大部分地
区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迎峰
度夏保供形势严峻。如何保障
居民用电需求？

对此，国家能源局电力司
司长杜忠明表示，今年以来，我
国电力消费延续快速增长态
势，1—5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3.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6%。今年度夏期间，全国用
电负荷也将快速增长，最高负荷
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亿千瓦。

经综合研判，杜忠明认为，
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应
总体有保障，高峰时段局部地
区可能存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
况，如出现极端、灾害性天气，
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有可能进
一步加剧。国家能源局将以

“常态供应有弹性、局部短时紧
张有措施、极端情况应对有预
案”为目标，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安
全稳定供应。接下来，将强化
监测预警，充分发挥高峰时段
系统顶峰能力，加快支撑性电
源的建设，指导各地做实做细
工作预案，进一步优化负荷管
理措施并精准细化执行，坚决
守住不拉闸限电的底线，坚决
确保民生用电需要。

江苏灌云江苏灌云：：
借力借力““风光风光””助绿色发展助绿色发展

6 月 27 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云县圩丰镇海堤村，工人

在安装风力发电机。近年来，

位于黄海边缘的灌云县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丰富的

“风光”资源，推动清洁能源建

设，助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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