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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近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稳
步推进，发展之路持续降碳向

“绿”，风电光伏、核能、氢能等
广泛应用，节能减排项目遍地
开花，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产
业转型“绿色”可期。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的《中国的能源转型》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提
出，中国的能源转型，立足于
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 全 高 效 的 新 型 能 源 体
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
的能源保障，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能源结构逐渐向“绿”

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
祁连山下广袤的戈壁滩上，一
块接着一块的光伏板将原本
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转变
为绿色能源基地，不断将无尽
的光能转换为清洁的电能；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米东区北部沙漠里，一组组
错落有致的光伏板延伸到远
方，在金黄色的沙海中汇成一
片深蓝色的“光伏海”；在内蒙
古自治区的库布齐沙漠，无垠
的光伏板下是穿插着的片片
绿植，“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板间养殖”的“治沙+绿电”立
体生态开发模式令世界为之
瞩目……

“我国风能、太阳能资源
丰富，在西北的戈壁大漠中，
成 片 的 风 机、光 伏 板 随 处 可
见。风电、光伏发电成为清洁
能源的主力军。”胡杨新能创
始人卢洋说。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装机
量实现了跃升式发展。据国
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
年 来 ，中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增 量
中，一半以上是新增清洁能源
发电，中国能源的绿色含量不
断提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今 年 8
月 底 ，我 国 新 能 源 发 电 装 机
规模（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
发电、生物质发电）为 12.7 亿
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超过
40%，达到 40.7%。新能源持
续快速发展带动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规模及比重持续较
快提升，能源电力绿色转型成
效显著。

除了大型风光电基地外，
“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千家万
户沐光行动”等分布式新能源
项 目 也 在 加 速 落 地 ，农 光 互
补、渔光互补、牧光互补等“光
伏+农业”等新模式，打开了农
村新能源发展的广阔空间。

此外，核电已经成为东部
沿海地区重要的支撑电源和
主力电源，辽宁、浙江、福建、
广东、海南 5 个省核电发电量
占比超过了 20%，在电力保供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
前，我国大陆地区核准在运和
在建的核电机组共 102 台，总
装机容量 11313 万千瓦，位居
世界第一。其中，目前在运的
机组 56 台，装机容量 5808 万
千瓦；已经核准（包括已经在
建设过程中）的机组 46 台，装
机容量 5505 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

指出，核电是清洁、低碳、高效
的优质能源，在电力系统中是
重要的基荷电源。发展核电
对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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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进入“寻常百姓家”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关乎每个人的福祉。

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
让风光产生的大规模绿电通
过柔直组网源源输送到北京，
让“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
西南崇山峻岭间“连珠成串”
的百余台水电机组接续运转，
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为
经济运行提供源源不断的绿
色电能；在陕西宝鸡，两座利
用中深层地热水热能供暖的
能源站投入使用，地热供暖不
仅让人们实现了绿色过冬，也
守好了北方的蓝天……

10 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加
快清洁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
得到持续优化。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
再 生 能 源 司 司 长 李 创 军 说 ，
2023 年，中国风光发电量超过
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全社
会每消费 3 千瓦时电中就有 1
千瓦时电是绿电。

按照 8 月份我国新能源发
电装机规模数据，我国非化石
能源发电量占当月全社会用
电量的 40%，同比增加 534 亿
千瓦时，占当月全社会用电量
增量的三分之二。“随着电源
结构的绿色转型，越来越多的
电力消费需求将由非化石能
源发电提供。”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说。

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
主 战 场、电 力 是 主 力 军 。 如
今，无限的绿色电力通过电网
进入“寻常百姓家”。作为实

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载体，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深化，支
撑了新能源发电高效稳定消
纳，进一步提升了电能的“绿
色”属性。

“近几年，能源行业加强
统筹谋划，健全工作机制，从
政策、平台、能力、市场四方面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
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

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政
看来，增强能源安全风险管控
能力，应当坚持清洁低碳、安
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
灵活智能的基本原则，聚焦能
源调控关键领域，推进技术攻
关，布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一方面，坚持以非化石
能源为主体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持续优化电源结构，稳步
开 发 水 电 ，稳 妥 有 序 发 展 核
电，积极发展风电、光伏，推进
应急保障电源建设，逐步提升
区域电力应急保障能力。另
一方面，优化电力系统调节能
力。要攻坚大规模高比例新
能源外送技术，发展高质量配
电网，建设智慧化调度体系，
提升需求侧协同能力，升级改
造新一代煤电，以提升电网对
非化石能源的消纳、配置与调
控能力。”李政认为，平稳有序
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是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重要方面。聚焦战略安全、运
行安全、应急安全三方面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稳妥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将为经济社会

平稳运行持续提供坚强保障。
白皮书提出，为加强资源

优化配置，中国加快建设横跨
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的
能源网络基础设施，提升能源
大范围远距离输送能力。

“预计到 2025 年底，中国
跨省跨区输电容量将达到 3.6
亿千瓦，配电网具备 5 亿千瓦
左右分布式新能源、1200 万
台左右的充电桩接入能力，电
网对电力资源的承载能力和
配置能力将显著提升。”万劲
松说。

以创新促转型

科技创新是我国能源转
型的核心驱动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
项系统工程，不仅体现在能源
供给侧，也体现在空间格局优
化、产业结构转型、交通运输
和城乡建设发展转型、科技创
新等各个方面。”在国家发展
改革委能源所可持续中心主
任、研究员田智宇看来，我国
能 源 需 求 总 量 大、应 用 场 景
多、市场创新活跃，处在全球
能 源 转 型 发 展 的 前 沿 ，因 此
要进一步深化绿色低碳科技
研发、政策制度、商业模式等
创新，不断创造新供给、激发
新需求、催生新动能，锻造面
向未来的新产业、新技术、新
优势。

“鼓励探索创新，以能源
‘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坚定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定力，
加快能源供需一体变革。始
终把节能提高能效作为满足
需求增长的第一能源，更高水
平、更 高 质 量 地 做 好 节 能 工
作，不仅提高能源利用的技术
效率，也要提高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同时，正确认识和
把握我国新能源资源、技术和
产业优势，把高质量发展新能
源作为根本出路，加快推动主
体能源更替。”田智宇说。

“要统筹能源安全和低碳
转型，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国家
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既要
做 好 消 费 侧 节 能 降 碳 的“ 减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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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做好供给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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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等清洁能源
的开发利用。

“下一步，能源行业将持续
强化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
重点要抓好充分激发创新活
力、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和强化成果转化应用三方面。”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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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送端，拥有丰富的煤炭、太阳能、风能资源。通过宁夏

至山东、宁夏至浙江两条电力外送通道，将“风光火”能源打捆外送，形成东西互济、内消外送、多

能融合的能源大基地格局，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图为宁夏回族自

治区灵武市境内戈壁滩上矗立的发电厂区。 中新社发 袁宏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