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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能能源源行行业业遭遭遇遇““人人才才困困境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姚姚金金楠楠 李李丽丽旻旻

行行业业
观观察察

�� 在在““3300··6600””双双碳碳目目标标下下，，新新能能源源行行业业的的爆爆发发式式增增长长将将催催生生旺旺盛盛的的用用人人需需求求，，
但但如如今今行行业业企企业业却却出出现现招招人人难难、、育育人人难难、、留留人人难难等等诸诸多多问问题题——————

“我是硕博连读，现在还没有找工作
的压力， 但是看到身边有一半的同学都
转行了，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正值
春招季节， 北京某高校新能源工程专业
硕士二年级学生马某心生感慨，“越读得
深， 领域就越窄， 对口的企业岗位就越
少。 一旦读到博士毕业，能去的公司就更
少了。 而且应届毕业生没什么实操经验，
博士要求的薪资待遇又高， 新能源企业
一般很少通过校园招聘招博士生， 更倾
向于通过社会招聘招一些有经验的专业
人士。 很多同学一路读到博士，最后放弃
就转行了。 ”

然而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疆金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提出，为实
现“30·60”双碳目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发电行业将在“十四五”期间迎来“倍速”
发展，特别是风电行业，由于产业链较长，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国内各大风电企业均
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用工荒”的困境。

一面是高学历应届生难觅合适岗位，
另一面却是企业用工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新能源行业的“人才困境”究竟症结何在？

“就研发岗位而言，确实很难招到受
过系统专业教育的应届生。 ”山东某风电
企业研发工程师李某认为， 风电是多学
科、多专业交叉很强的行业，而且国内的

风电行业快速发展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教育体系中也没有形成系统的 “本科-硕
士-博士”的人才梯队培养模式。 “大部分
风电从业人员都是来自其他行业，甚至此
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风电。 在缺乏风电基础
理论和知识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从风电
系统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

另一方面，对于接受了新能源系统教
育的毕业生而言，马某也坦言，与企业相
比，一些高学历毕业生更愿意选择高校或
科研院所。 “谁都想去赚钱多、待遇好的地
方，搞研发的也不例外，但现在新能源企
业能够给应届生开出的薪资水平并没有
太大吸引力。 更何况在科研环境或者上升
渠道上，企业还是不能和高校、科研机构
比的。 在大学或者科研院所里，做研究的
通道是很明确、很顺畅的，只要奔着已有
的方向走就可以了，但在企业说到底还是
要挣钱，搞研发最终还是得落到给公司盈
利上，这就不是单纯的科研了。 ”

武钢认为， 在可再生能源人才培养
上，我国高校资源其实并未得到充分释
放。 “目前我国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新
能源专业，而且大部分高校建立开设的
时间较晚，目前风电产业从业的专业人
才为数甚少， 每年能够向行业输送的
准入人才数量仅数千人， 无法实现供

需平衡。 ”
“目前我国高校的新能源专业设置和

人才培养赶不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
度。 ”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处副处长王栋梁
坦言， 新能源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
位、多层次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合理
完善的人才供给模式。 另一方面，新能源
的相关专业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从
另一个角度说明新能源的各种技术之间
有所联系但又有差别。 由于新能源技术是
相互竞争的关系，某种技术的胜出就代表
着另一种技术的淘汰，所以在专业的设置
上，我们想要确保学生全面掌握技术并且
完全适应高速的行业发展需要是十分困
难的。 ”

不仅仅是高校教育， 在职业培训方
面，武钢也指出，以风电行业为例，风电行
业科技含量高，同时存在高空操作、电器
运维等危险因素， 需要专业的标准和规
范，当前缺乏风电行业人员的从业标准体
系，新入行人员在进入风电行业后造成较
长时间难以胜任，缺乏标准指导下的培养
路径。 在进入风电行业后，行业内各企业
未形成统一的专业技能水平鉴定认证通
道，对于提升行业人才的整体专业评测工
作存在不确定性。

在新生力量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现有

从业者也面临流失风险。 “这几年，一线员
工的流动性越来越强。 ”国内某大型电力
央企人力资源部负责员工招聘工作的杨
某表示， 受工作性质和用工政策的影响，
很多风电场的一线运维工作都采取外包
形式。 “很多年轻人到了风场以后才发现，
环境太偏远，工作太辛苦、太遭罪了，干着
干着就干不下去了。 还有一些能留下来的
大多是为了挣上几年钱，然后回家买房子
娶媳妇。 能沉淀下来真正技术好、勤劳肯
干的人就非常少了。 ”

一线员工如此， 其他岗位也同样。
李某感叹：“人也是讲情怀的，如果一个
人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风电，仅仅由于
专业相关等原因进入风电行业，行业景
气的时候，新能源企业会吸引很多人才
进来，但是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就会有
很多‘逃兵’。 行业内越来越稀缺的是能
够坚守新能源、有奋斗情操的人才。 现
在新能源行业发展太快了，如果没有一
直坚守的人才，人才断层的问题是很难
避免的。 ”

辽辽宁宁锦锦州州石石化化：：渣渣油油加加氢氢装装置置反反应应器器吊吊装装成成功功

3 月 28 日， 辽宁
锦州石化 150 万吨/年
渣油加氢装置反应器
吊装就位。

据了解， 新建渣
油加氢装置是锦州石
化资源替代转型升级
项目的核心装置。 新
装置投用后， 可以按
照效益最大化原则优
化原油配置， 确保催
化装置长周期平稳运
行，环保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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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学蕊报道:3 月 31 日，
在国家核安全局颁发海南昌江核电项目
3、4 号机组《核设施建造许可证》后，昌江
核电 3 号机组浇筑第一罐混凝土， 成为
“十四五”我国开建的首台核电机组，以及
华能集团开建的首台压水堆核电机组。

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昌江县
海尾镇，规划建设两台单机容量 120 万千
瓦的“华龙一号”融合技术机组，总投资约
为 368.5 亿元，建设工期 60 个月，两台机
组间隔 10 个月开工建设，拟于 2026 年底
全部投入商运。

作为海南目前最大的电力工程投资
项目， 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由华能集团
（51%）和中核集团（49%）共同出资建设，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
主，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目
前， 该项目已被列入海南省 2021 年重点
（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表，建成后每年可向

海南省输送清洁电量 180 亿千瓦时，相当
于减少标煤消耗 5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300 万吨。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潘风国介绍，在“华龙一号”示
范工程首堆基础上，昌江核电二期项目针
对昌江厂址特点采取了 88 项设计优化和
改进，进一步提升了机组的安全性和经济
性，是目前国内新建核电厂批量化建设的
最优方案。

“昌江核电二期是华能在石岛湾高温
气冷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的同时，推进建
设大型核电压水堆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
华能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舒印彪在开工
仪式上表示，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华
能计划到 2025 年建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示范工程、昌江核电二期 3 号机组，山东
石岛湾、海南昌江、福建霞浦三大基地核
电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一方面实现先进压水堆项目规模
化的安全高效开发， 另一方面力推高
温气冷堆技术优化和商业化推广 ，华
能在核电产业布局上的“双驱动”战略
已然清晰。

结合目前华能核电产业的实际情况，
舒印彪坦言，华能核电产业发展需要走一
条“小核心、大协作”的发展之路。 “一方面
要加快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力量和人才
队伍，另一方面要在技术、项目管理运作
等方面积极联合外部力量， 整合多方资
源，推动华能核电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

据了解，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石
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为切入口，华
能至今已在核电领域深耕 17 年。 针对外
界关注的华能高温气冷堆和后续压水堆
项目进展， 以及核电运维人才队伍和技
术保障等问题，华能集团副总工程师，核

电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张涛透露，高
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目前已完成首
批核燃料接收，有望在年内并网发电。 此
外，石岛湾压水堆、霞浦压水堆目前正在
按照年内获颁“路条”目标推进项目申请
工作。

“人才培养方面，华能目前已培育形
成一支千人规模人才队伍， 平均年龄
37.3 岁，有 5 年以上核电相关工作经验
的占 84.5%， 并培养了 120 余名高温堆
及压水堆操纵人员。 ” 张涛介绍，“技术
支持体系建设方面， 华能于去年 12 月
在上海注册成立华能核能技术研究院。
作为华能核电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的
技术支撑平台、核电科技创新的依托平
台与核电发展的技术牵引平台，研究院
将推动华能核电事业进一步规范化、标
准化与高效化， 助力国家核电技术高
效、高质发展。 ”

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采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技术，是华能
集团开建的首个压水堆核电项目

“十四五”首个核电项目开工

招人难
研发岗位供需脱节矛盾凸显

育人难
高校教育与职业教育均待完善

留人难
一线岗位人员流动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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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技术、成本、管理等多道难题

记者了解到， 甲烷减排还面临技
术、成本、管理等多重难题。

“我们去过英国、德国等地，考察
废弃矿井瓦斯抽采利用。 在矿井关闭
之前， 通常有专门的公司去做井下疏
通、封堵等工程，提前做好准备，正式
停产即可开展下一步工作。 我国不但
缺乏这样的专业公司， 有些工作甚至
还处于空白。 ”韩甲业举例，煤矿关闭，
原有采矿权随之注销， 废弃矿井瓦斯
抽采利用的矿权如何申请、 程序是什
么等，暂无明确政策依据。 “煤矿关闭
后涌出大量矿井水， 如果前期筹备时
间过久，矿井水一旦充满采空区，想再
抽采利用瓦斯都难。 ”

韩甲业还称， 为稀释瓦斯浓度，
煤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通风，大部分
甲烷因此释放到大气中。 “这部分瓦
斯的体量非常大，约占煤炭行业甲烷
排放一半以上。 但因浓度多在 0.2%-
0.6%之间，极低浓度导致其利用难度
很大，即便是国内已经运行的示范项
目，不少也因经济性不佳而暂停。 如
何实现‘能用尽用’，降低减排成本，
对于提升减排效果很关键。 ”而据统
计， 在煤炭行业排放中，80%左右的
瓦斯浓度均低于 1%， 实现安全、经
济利用仍是一大行业难题。

由于排放较为集中， 油气行业减
排相对容易，初期成本也比较低。但到
达一定阶段之后， 减排成本会呈非线
性上升。 “甲烷是一种重要商品，油气
企业有回收利用的内生动力。 这些年
也做了大量努力， 但有些减排技术并
不适用，有些减排成本比较高。 ”中国
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绿色低碳
处副处长王之茵称。

一位来自中国石油的人士表示，
不同石油公司的甲烷排放强度差别较
大，其中欧美公司较为先进，我国处于
中等水平。 “国外公司多采取自上而下
的减排方式，通过卫星、无人机等遥测
来监控泄露数据。我们认为，要做到彻
底减排，需要对每一口井精准管理。比
如通过系统建设， 测出每个点的泄露
情况，提高泄漏点修复率。但从实际来
看， 对那么多监测点进行投入， 规模
大、成本高，不太现实。 ”

张建宇也称，能源行业甲烷减排的
管理水平亟待加强。 “以油企为例，目前
普遍采用排放系数核算法，得出一年的
排放水平。 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开采、生
产技术及设备新旧程度存在差别，通过
实地监测法摸清底数，在可靠数据的基
础上对标管理，才能弄清楚采取哪些手
段、可降低多少排放。 ”

加大减排和利用才是最终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企业已率先
宣布甲烷减排目标。在 3 月 29 日举行
的 2020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中国石化
董事长张玉卓表示， 中国石化承诺到
2025 年，将甲烷排放强度降低 50%。 在
早前发布的 《甲烷排放管控行动方案》
中， 中国石油方面表示预计到 2025
年，将甲烷排放强度在 2017 年的基础
上降低 62.3%，实现油气行业气候倡议
组织提出的甲烷排放强度控制在 0.2%
的目标。

“我们将从政策、技术、标准等方
面采取措施， 推动形成控制甲烷排放
相关体系。 ”李高透露，下一步将修订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强化标
准执行， 完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资源
管理办法；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减
排的同时想办法实现更好利用， 与企
业共建一批推动甲烷控制和利用的示
范项目和工程， 达到降低减排成本的
效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
授张博称，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
甲烷减排的顶层设计不足， 现有管控
措施多出于安全生产、 能源利用等考
量，缺乏促进减排行动的纲领性、可操
作性制度。此外，我国对人为源甲烷排
放的认识仍不完整， 基础数据不确定
性普遍较大。 “甲烷排放来源复杂多
样，涉及行业的差异较大。建议基于国
家级、省市级、企业级清单编制方法，
建立独立、可靠的实地监测机制，形成
完整、准确的清单数据库和分析平台，
提高数据透明度，积累甲烷排放监测、
报告与核查经验。尤其是能源行业，减
排潜力巨大， 应作为前期减排对象与
能力建设的关注重点。 ”

田永东认为， 将煤层气利用纳入到
碳交易市场， 可进一步体现碳减排的市
场价值， 反过来也能推动其开发利用。
“近年来通过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
寺河电厂就额外创收 6 亿元， 这笔收
益再用到煤层气开采利用上来， 进而
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 ”

“甲烷减排兼具环境、 安全及社会
等多重效益。 数据只是基础，减排和利
用才是目标。”张建宇表示，除了成本投
入，能源企业也要看到甲烷减排带来的
经济效益、就业机会等，应将其纳入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体系，加强管理、提早
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