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占比增加符合低碳化趋势

电力·产业12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主编：朱学蕊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71��□邮箱：lzzxr2007@126.com

““十十四四五五””能能源源电电力力转转型型发发展展论论坛坛在在粤粤举举行行，，88份份报报告告聚聚焦焦碳碳减减排排——————

南南方方五五省省区区电电力力转转型型优优势势明明显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路路郑郑

11 月 20 日，以“十四五”能源电力转型发
展为主题的能源发展论坛暨南方电网能源发
展研究院 2020 年度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广州举
行。 当天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发展报
告》《中国能源供需报告》《中国电力行业投资
发展报告》等 8 份研究报告，聚焦我国能源供
需情况、电力市场化改革、行业投资、南方区域
综合能源服务、高载能行业用电以及粤港澳大
湾区电力发展等内容， 通过对比分析大量数
据， 研究新一轮能源革命带来的能源电力行
业供需变化以及转型机遇。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在论坛上表示，粤港澳大湾
区是我国在发展理念、制度机制以及科技创新
方面实现引领的龙头，尤其广东要率先引领南
方区域走向低碳。 “依靠西部优质清洁水电，
南方五省区能源结构在全国主要经济发达地
区中基础最好， 契合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的
发展要求，理应走在全国减碳前列。 ”

本报讯 记者朱朱学学蕊蕊报道 ： 11 月
27 日 00 时 41 分 ， 华龙一号全球首
堆———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首次并
网成功。 经现场确认，该机组各项技术
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 机组状态良好，
为后续机组投入商运奠定坚实基础，并
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核电首堆最短建造
工期。 据中核集团介绍，此次并网标志
着我国打破了国外核电技术垄断，正式
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对我国实
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跨越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华龙一号的信心。

据悉，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并网后，
还将进行各功率平台的各项试验和满
功率示范运行考核。

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在三十余年
核电科研、设计 、制造 、建设和运行经
验的基础上， 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
果。 该机型设计寿命为 60 年，反应堆
采用 177 堆芯设计，堆芯采用 18 个月
换料， 电厂可利用率高达 90%， 采用
“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和
双层安全壳等技术， 在安全性上满足
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

中核集团表示，作为我国核电走向

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当前核
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
之一，也是我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
志性成果。 目前，华龙一号已进入批量
化建设阶段，其中中核集团海内外共有
6 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建 ， 建设工
程安全和质量处于良好受控状态。

从 2015 年 5 月 7 日开工建设至
今，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工程各项节点稳
步推进，安全质量可控。据了解，过去五
年多，在其建造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
整、自主的型号标准体系，所有核心零
部件均已实现国产，国产化率达到 85%
以上，具备了批量化建设的能力。同时，
中核集团联合 58 家国有企业 ， 联动
140 余家民营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5000 多家企业， 共同突破了 411 台核
心装备的国产化， 形成 700 余件专利、
120 余项软件著作权、1 项国际核电标
准，涵盖核电厂前期、设计、设备、建设、
调试等全生命周期，有力支撑华龙一号
批量化建设和“走出去”。

业内专家表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并网发电将大幅提升中国核电行业的
竞争力，同时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 以及助力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建成具有重要意义。

华华龙龙一一号号全全球球首首堆堆并并网网

过去五年多， 华龙一号不仅创造了世界三代核电
首堆最短建造工期，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自主的型号
标准体系，所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国产，国产化率达
到 85%以上，具备了批量化建设的能力。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南方
电网公司也制定了服务大湾区的重
点举措。数据显示，2019 年，粤港澳大
湾区生产总值 (GDP)11.6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6%； 全社会用电量 5483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5.0%，其中西电东
送广东电量达 2022 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 5.1%。

《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发展报告》
显示，在电力市场改革方面，广东电
力现货市场在全国率先进行结算试
运行，2019 年广东售电市场交易电
量 1938 亿千瓦时， 直接反映了电力
市场化的交易活跃度。

这份 《报告 》深度比对世界三
大湾区发展情况后指出 ， 未来粤
港澳大湾区电力需求保持增长态
势 ， 其中珠三角全社会用电量占

比将进一步扩大 ，香港电力需求趋
于饱和 ， 澳门用电量基本维持不
变。 预计至 2025 年，粤港澳大湾区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7000 亿
千万时 ，用电最大负荷达到 1.2 亿
千瓦。

该 《报告 》还指出 ，电力国际合
作是 “十四五 ”期间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的战略新机遇 ，在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 ，应在能源安
全新战略的指导下 ，遵循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
设 ， 进一步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 ，
推进行业规则 、制度与国际规则和
惯例广泛接轨 ，以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地区为重点 ，加快电力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 ，推动装备 、技术和服
务“走出去”。

《中国电力行业投资发展报告》
显示， 2019 年我国电力行业投资总
额 7995 亿元，同比下降 2%，为近五
年来首次跌至 8000 亿元之下。其中，
电网和电源投资总体走势持续分
化，电网投资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
而电源投资为 2722 亿元，处于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 值得注意是，2019
年的电源投资中风电投资占比跃升
至第一，达到 40%。

该 《报告》 还重点分析了 2022
年国家补贴退出对海上风电产业的
影响———虽然会迎来 “阵痛 ”，但由
于海上风电在我国未来能源供应体
系中的重要位置， 其发展趋势并不
会因此发生转变。 “国补退出会加速
海上风电平价上网进程 ， 预计在
2025 年可以实现平价上网。 ”

“新能源价格高是必然的，清洁
化的初期一定意味着电价上升。 ”中

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
业在论坛上表示， 在能源 “不可能
三角 ”中 ，能源的环境友好与价格
低廉之间总会存在矛盾 。 “政府应
科学使用能源政策工具 ，不能对新
能源又保价又保量， 这不符合市场
经济规律 。 ”

郑新业认为， 提升新能源电量
占比符合低碳化趋势， 政府不必对
电价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过于忧虑。
“现在的电价交叉补贴政策， 其实红
利更多分享给了用电多的人群，个人
认为应加大贫困人口的用电补贴，其
他人口恢复电力商品属性就好，让市
场发挥主导作用。 ”

对于能源 “不可能三角 ”如何
实现更好的平衡 ， 郑新业表示 ，三
者中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毫无疑
问排首位。 “为保安全，可适当提升
价格。 ”

李俊峰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基础条件，并指出，与欧洲自然达到碳
峰值不同 ，我国是“人为设定”时间节点，并且
从达峰到中和的时间更短。 “欧洲是看到碳峰
值后，经过漫长的平台期才逐渐下降，并确定
65—70 年后实现中和的目标。 我国在碳排放
爬坡阶段，就确定了碳达峰后 30 年力争实现
碳中和。 ”

虽然减碳时间短、任务重，但基于我国和
欧洲的单位能耗差异 ，李俊峰认为 ，我国有能
力有空间实现目标。 “我国 GDP 的能源强度、
碳强度分别是欧盟的4 倍多和 6 倍多，‘十四
五’及更长时间内节能减排降耗的潜力巨大。 ”

《中国能源供需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单
位产值电耗分别是日本、欧盟、美国的 2.6、1.7、
2.5 倍。 分析人士表示，未来随着我国电气化水
平不断提升， 单位产值电耗数据还将持续下
降，将有力推动实现节能降耗及减排目标。

李俊峰指出 ， 广东必须提前十年做出表
率，并带动南方其他四省区加速碳减排 ，同时
加快融合西南 、 西北地区的水电和光伏发
电，进一步持续带动中部省份能源转型 。

电气化水平提升
有力带动节能降耗

2025年大湾区全社会用电量
将达 7000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