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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我
国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双双达到 2.3 亿千瓦，提前
超额完成 “十三五” 装机分别达到 2.1 亿千瓦和
1.1 亿千瓦的既定目标。

2015 年底，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为 1.29 亿
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仅为 4318 万千瓦。“十三
五”的 5 年间，风电并网装机增加了 70%，光伏装
机容量增加了 1.5 倍，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风光大
国的地位更加稳固。“十三五”以来，正是新能源的
规模化发展带动了风电、光伏成本的全面下降。风
电上网价格当前已与煤电基本相当， 光伏发电也

已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
之前， 清洁绿色的新能源就像美丽的云彩挂

在天边，让人可望不可即；如今，叩开平价之门的
新能源“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成为普通大众用
得上、用得起的能源品种。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虽然中国风电、
光伏装机容量均已稳居世界第一， 但在全国发电
量中的占比仍然偏低：风电占比不足 6%，光伏占
比更低。 这表明新能源从替代能源到主力能源的
“上位”之路依旧漫长。 未来，新能源不能甘做“小池
塘”，而要立志成为“太平洋”。

新能源行业提前超额完成发电装机任务

“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行业迈上绿色高
效转型发展的新台阶。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 21 亿
千瓦，其中火电 12.3 亿千瓦、水电 3.7 亿千瓦、
核电 4989 万千瓦、风电 2.3 亿千瓦、太阳能发电
2.3 亿千瓦。 相关预测显示，2020 年底全国发电
装机将达到 21.4 亿千瓦，比 2015 年增加 6.3 亿
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43.7%，比2015
年提高 8.7 个百分点。

“十三五” 也是我国电网建设的爆发期，建
成投运多项交流和直流特高压工程， 进一步提

升了跨区输电能力，而且投运了藏中联网工程、
阿里联网工程以及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等一
批其他电压等级重点电网工程， 电网实现了更
强更大。

5 年来，新一轮电改稳步推进，售电、增量
配电市场日趋活跃，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味道”
渐浓，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在探索中破冰。 但在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受制于地方
壁垒、 价格机制等因素， 改革也陷入了落地
难、执行难的困境。 展望“十四五”，电力人仍
需攻坚克难，续写改革新篇章。

电力行业书写清洁低碳转型新篇章

能源产业“十三五”高分收官
编者按

“十三五”是不平凡的 5年，我们群情激昂，喜迎党的十九大，欢庆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我们勠力同心，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全力复工复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产业，能源关系国计民生
和国家安全。“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革命”扎实推进、成就耀眼，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产业自身也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如今，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信心满满。 2020年最后一期，本报特别推出年终策划，回顾、盘点能源产业过去 5年的锐意
奋进，继往开来。 （相关报道见 2-12 版）

“十三五”期间，煤炭工业在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的同时， 行业自身也实
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发展：

开发布局不断优化，产业格局持续完善，转型
升级进展明显。 截至 2019年底，我国煤矿数量已由
2015年的 1.08万处减至5300处左右；大型煤企产量
占全国的 80%以上。 智能化建设基础不断夯实，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由 2015年的 3个增至日前的 338个。

超额完成“十三五”去产能任务。截至 2019 年
底，累计退出产能近 9 亿吨，完成化解淘汰过剩落
后产能 8 亿吨左右的任务。

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原煤入选率由
2015 年的 66%提至 2019 年的 73.2%； 现代煤化工
升级示范项目全面实现烟气超低排放、污废水“近
零”排放和 VOCs 的有效治理。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百万吨死亡率由
2015 年的 0.162 降至 2019 年的 0.083。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煤炭行业的发展速
度、发展模式、发展约束等都将发生新的变化，这
是行业亟需破解的新课题。

煤炭行业清洁高效生产交出亮眼答卷

改革，无疑是“十三五”时期油气行业发展的
关键词。

上游，勘探开发向外资和民企敞开大门，油气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供给和服务质量持续优化，对
遏制油气对外依存度快速提升起到关键性作用。
预计 2020 年国内油、气产量有望分别达到 1.94 亿
吨和 1900 亿立方米。

中游，酝酿多年的油气管网改革终于破冰，独
立的国家管网公司成立， 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
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游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

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有
利于形成市场化油气价格机制。

下游，国家首次明确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参与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浙江石化取得全
国首个成品油非国营贸易出口资质， 对化解国内
炼油产能过剩和参与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已然来临，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油气
行业正加快转型升级，未来必将走出一条结构更
优、效益更好、优势释放更加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油气行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成效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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