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桑百年，中国能源工业从弱到强，每一步扎实
奋进，都不辱使命；每一次砥砺前行，都承载重托。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一台 68 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肩负着红军队伍间
电台联系的重任；1941 年的延安，发电功率仅为 3
千瓦的阎店子电厂把我党的联络范围扩展到国统
区乃至苏联；黎明前的晋察冀边区，装机 155 千瓦
的“红色发电厂”沕沕水水电站照亮了西柏坡党中
央驻地。艰苦卓绝中，微弱的能源伴着生生不息的
革命力量，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能源行业既要自
身谋发展，又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好后盾。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基础薄弱的中国能
源工业奋起直追：阜新发电厂复建，装机容量一举
达到 57.4 千瓦，跃升为彼时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
厂，写下中国火电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
庆油田大发现，“松基 3 井” 喷薄而出的油流改写
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一
代代石油人间薪火相传， 深深激励着新中国各行
各业；刘家峡水电站投产，头顶“第一座百万千瓦

级大型水电站”“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最高
的混凝土重力坝”“最大的地下厂房” 等多项全国
之最的光环，在发电、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养
殖、航运等多个领域熠熠生辉，成为电力行业的一
面旗帜、一座丰碑……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能源工业自力更生、 奋发图
强，扛起了国民经济建设振兴的大旗。

东方风来满眼春，风起正是扬帆时。改革开放
后，中国能源工业真正驶入发展快车道。从供应紧
缺到总体宽松，从“用得上”到“用得好”，能源行业
的跨越式发展支撑起中国经济的腾飞。 山西平朔
安太堡露天煤矿的中外联合开发打造出高效率、
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的“平朔模式”；在“西电东
送”的历史性决策之下，特高压商业化运营落地生
根、硕果累累；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造，华龙一号
成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创
新成果，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绿电
7 日”到“绿电百日”，青海可再生能源持续供电创
下世界纪录的背后，是全国清洁能源的飞速发展。
一路风雨兼程， 从千疮百孔下的步履维艰到华丽

转身后的大国名片，中国能源，不负众望。
奋斗百年路，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始终与党

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启航新征程，中国能源工业必将在新时代担

起新使命、开创新局面。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

指引下，能源消费转型升级，走向节能低碳；生产
供给愈加稳定，多元驱动效用显著；技术创新渐
成原生动力，推动能源产业行稳致远；体制改革
持续探索，能源发展机制、体系日臻成熟；在“一
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的框架下，能源国际合作
全方位加强。

2020 年 9 月， 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会上宣布：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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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必
将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能源行业作为碳减排、碳中和的中坚力量，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

乘长风破万里浪， 中国能源工业再次启程，
必将收获新的辉煌与梦想。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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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中国能源工业华彩乐章
■■本报记者 姚金楠

2015 年 12 月 23 日， 青海果洛藏族自
治州班玛县果芒村等 3 处通电工程完成验
收。 最后 3.98 万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彻底解
决，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之中率先实现人人
有电用的国家。

2021 年 4 月 24 日， 我国首台套 30 兆
瓦级燃气轮机驱动压缩机组顺利通过国家
验收。 自此，包括高压大口径球阀、20 兆瓦
级电机驱动压缩机组和 30 兆瓦级燃气轮
机驱动压缩机组在内的天然气长输管线三
大关键设备均实现国产化。仅用十余年，天
然气长输管线领域内的“两弹一星”成功打
破国外垄断。

2021 年 6 月 1 日， 包括北京冬奥村和
首都体育馆、首体综合馆、短道速滑馆在内
的首体场馆群正式拿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绿色建筑标识。至此，冬
奥会 11 个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惠民保障有成效、自主创新有底气、低
碳清洁有担当———奋斗经年， 中国能源工
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作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能源攸关
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回首百年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逐步建成较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如今，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提出 “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
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新道路。

从一穷二白到稳定保供

翻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能源生产数
据：1949 年，全国原油产量 12 万吨，发电量
43 亿千瓦时。 能源生产总量仅为 0.2 亿吨
标准煤。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下，能源供应
严重短缺。

砥砺奋进，沧桑巨变。 如今，我国能源
供给早已实现总体宽松的局面。 2020 年，
我国共生产原油 1.95 亿吨、天然气 1925 亿
立方米，发电量超 7.7 万亿千瓦时。 能源生
产总量达到 41 亿吨标准煤。

大庆油田高产稳产近 30 年、长庆油田

年油气当量突破 6000 万吨、涪陵页岩气田
惠及长江经济带沿线六省两市， 油气工业
增储上产捷报频传；葛洲坝、三峡、乌东德，
大型水电工程建设脚步不止；北煤南运、西
气东输、西电东送，多种能源远距离大范围
调动四通八达。

202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
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指出，我国已
基本形成了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 2012
年以来， 我国原煤年产量保持在 34.1 亿－
39.7 亿吨， 原油年产量保持在 1.9 亿－2.1
亿吨， 天然气产量从 2012 年的 1106 亿立
方米增长到 2019 年的 1762 亿立方米。 电
力供应能力更是持续增强， 累计发电装机
容量 20.1 亿千瓦，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
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能源综合供应能力的增强让百姓的获
得感与日俱增。白皮书显示，2016年至 2019
年，农网改造升级总投资达 8300 亿元，农村

平均停电时间降至 15小时/年左右。北方地
区清洁取暖工作的持续推进，大幅改善了城
乡居民用能条件和居住环境。

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

能源供给持续充沛的背后， 是核心科
技装备自主创新的坚定底气。

回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首条±500 千
伏直流输电线路———葛洲坝至上海的葛沪
直流线路南桥换流站内， 变压器、 高压开
关、避雷器等主要设备进口自 7 个国家 15
家公司。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南桥站一
度被迫接受包括站内草皮、水龙头等“边角
料”的“捆绑销售”。

数十载科研攻关，如今，我国已成为全
球唯一能够自主研发特高压全套设备的国
家，成功登顶电力工业“珠峰”。

观滴水可知沧海。一路回望，我国始终
在能源技术装备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扎实前

行。 中国水电，成功实现了从三峡工程 70
万千瓦到向家坝水电站 80 万千瓦，再到白
鹤滩水电站 100 万千瓦的“三级跳”；中国
核电，自主成套能力达到 10 套/年左右，压
力容器、蒸汽发生器、数字化仪控系统、超
大型铸锻件等重大装备和关键材料实现国
产化，国产化率达到 85%以上；中国光伏，
全球前十名光伏电池生产企业中， 中国企
业斩获 8 席， 国产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多次
打破世界纪录……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也从未停歇。 从
1997 年 1 月电力行业政企分开，到 2002 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发〔2002〕5 号）、2007 年《关于“十一
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出台，再
到 2015 年 3 月《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发布，
电力体制改革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如今，
在“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思路下，新
一轮电改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

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有
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
划；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规范运行；进
一步强化政府监管、电力统筹规划、电力安
全高效运行和可靠供应。

能源领域的一轮轮改革，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从“一煤独大”到清洁低碳

经历成长，面向未来，中国能源在量变
的基础上寻求质变，逐步走向“从高碳到低
碳、从化石能源为主到高比例清洁能源”的
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煤炭占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的比重在 90%以上。 时至今日，这个比
例已降至 60%以下。

“一煤独大”的历史正在远去。国家能源
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指出，截至 2020 年
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占全球可再生
能源总装机规模的 1/3，成为全球可再生能
源的中坚力量。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增长
到 10.83 亿千瓦， 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
占总装机比重接近 50%，达到约 49.2%。

2020 年 9 月，我国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
会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有了明确时间表：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
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目标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启航新征程，能源不掉队。 放眼中
国能源的长远发展，章建华指出，要深刻
领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能源工作
的根本保证， 全力以赴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是做好能源工作的首要职责， 服务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是做好
能源工作的中心任务， 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是做好能源工作的理念先导，
大力推进能源制度建设是做好能源工作
的重要保障。 要着眼保障能源安全和应
对气候变化两大目标任务，不断推动“四
个革命 、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走
深走实。 （相关报道见 2-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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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能源薪火相承
■■本报评论员

1949 年，全国原油产量 12 万吨，发电量 43 亿千瓦时，能源生产总量仅
为 0.2 亿吨标准煤

2020 年，全国原油产量 1.95 亿吨，发电量 7.7 万亿千瓦时，能源生产总
量达到 41 亿吨标准煤

1949 年，煤炭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在 90%以上，2020 年这一比
例已降至 60%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