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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新能源踔厉奋发向未来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董梓童 李丽旻

■新闻热线：010-65369478 Email：909520592@qq.com ■订阅/广告热线：010-65369482 ■举报电话：010－65369481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136 号 ■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定价：388 元/年

主管、主办

CHINA�ENERGY�NEWS
□出版 《中国能源报》社有限公司 □Http：//www.cnenergynews.cn www.people.com.cn □第 681 期 □本期 20 版 □周报 □2022 年 12 月 12 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8 □邮发代号 1-6

■新闻热线：010-65369478 Email：909520592@qq.com ■订阅/广告热线：010-65369482 ■举报电话：010－65369481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136 号 ■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定价：388 元/年

能源系统拥抱智能新时代
■本报记者 朱妍 王林 杨晓冉 实习记者 杨梓

在煤矿、在油田、在火电厂、在变电站，在许多细分领域和应用场景，能源人正在加快发
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和能源行
业深度融合，推动能源装备向高端化和智能化迈进，让能源系统更聪明，让能源生产更高
效，让能源供给更贴心。

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境内， 亚洲
最大露天煤矿之一的哈尔乌素矿正肩负着
保供重任。该矿选煤厂装车集控室内，一切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工作人员一键按
钮，从配煤到装车一气呵成，不再需要人工
操作，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在室外输煤系统上，一只“橙匣子”沿着
导轨缓缓移动，自主定位、监测环境、主动
预警……“过去，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走、
看、听，一趟起码步行 2 小时。 现在有了巡
检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 24 小时不间断巡
查，效率更高了。 ”巡视工党丰收感慨道。

与“智”同行，这是哈尔乌素矿的创新
突破， 也是国能准能集团推进智能化建设
的缩影。 “我们要主动把握和引领大型露天
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的变革趋势， 打造国
家智能矿山建设示范标杆。 ”董事长杜善周
发出动员令。

除煤炭行业外，在火电、油气、电网等
诸多传统能源领域， 数字化融合加速推
进，智能化技术持续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智慧赋能
传统能源老树发新枝

智能化带来的减人提效之势正在席卷
煤炭行业。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初，全国
已有近 400 座煤矿展开智能化建设， 建成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687 个。 国家能源局还
组织遴选了 71 处示范建设煤矿，总产能近
6 亿吨/年， 计划投资 157 亿元左右， 预计
2023 年底前完成建设。

再看传统电力行业， 智慧电厂同样方
兴未艾。 记者早前走访的华能瑞金智慧电
厂于 2021 年底整体上线运行。 该厂安装有
2 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高效二次再热燃煤
机组，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5G 等先进技
术，在此应有尽有。

“正在工作的是机器人红外传感智慧
巡检，10 个人都比不上它的效率。”该厂总
经理何胜指着一架拥有 360 度旋转手臂
的白色机器人介绍，其可采集、上传所有
传感器信息，并通过运算分析判断、发现
问题。 “整个智慧综合平台将供热、光伏、
风电、储能等管理统一纳入，哪台机组烧
固废，哪台机组烧污泥，哪台又负责供热
负荷，一目了然。 ”

随着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 智能化水
平的提升，智能电网也在加快建设。截至去
年，配电自动化覆盖率已超过 90%。 在河
北承德 ， 山谷纵横 ， 森林覆盖率高达
60.03%，过境特高压线路 4 条，500 千伏线
路 22 条。 大量输配电设施穿越国家重点
林区草原、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意味着
防火形势格外严峻。 由国网承德供电公司
打造的输电全景智慧指挥中心，让难题迎
刃而解。

“输电智能管控可在一分钟内快速定
位火点、准确推送火情信息，跟踪火情发展
趋势。 ”中心值班人员于长任介绍，充分利
用多机型无人机开展线路通道、设备巡视，
为森林草原防火筑起坚实屏障。 该中心去
年底投运以来，已发现并成功应对 44 起山
火威胁运行线路事件。

转型升级
内因促企业主动求变

众多领域、诸多企业纷纷加快“智慧”
进程， 这不是偶然。 背后既有外部因素驱
动，更是自身转型升级的要求。

“煤炭行业肩负着确保资源安全高效、
可靠供应的重任， 同时也有绿色低碳转型

的迫切需求。 智能化建设将驱动传统生产
方式深刻变革， 有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矿山开采深度融合。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政策研究院教授张博告诉记者，智能开采、
智能快速掘进、 智能洗选等新模式不断涌
现， 推动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走在了整个
矿山领域的前列。

“我们这样有着 116 年开采史的老矿，
也在主动求变。 ”对此，龙煤鸡西矿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感触颇深。 “大力推进智能化，
是防范化解煤矿安全风险的治本之策，更
是生产理念、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与很多
老矿一样，我们也经历了认识突破过程，从
零起步、从旧到新。年底将完成远程控制无
人值守改造 194 处， 两个冲击地压矿井将
全部实现智能化开采。 ”

电力输送有着类似诉求。 国网信息
通信产业集团数字化建设运营项目推进
办公室主任吴文炤直言，随着“双碳”进
程加速，电力系统电源结构、负荷特性、
电网形态、技术基础、运行特性等均将发
生深刻变化， 源荷两侧的角色界限更加
模糊， 分布式新能源控制、 负荷精准控
制、 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等新业务需求迫
切， 亟需通过数智化技术提升电力系统
数字化、清洁化、智能化水平。 “可以说，

传统技术体系已无法满足电网智能化的
建设需要。 ”

“找矿勘探的手段和方法， 由过去主
要依靠人的经验向着人工智能转变。 海量
在线数据，经智能管控平台的采集、整合、
分析，完成经营决策。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炯辉举例，大数据及其智
慧应用， 现已成为矿业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被深入用到资源勘探、资源评价、生产
运营等环节，全面提升矿业成本可控可设
计能力。

循序渐进
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边摸索，一边前行。 作为新兴事物，
智能煤矿、智慧油田、数字电网等建设，不
可能一蹴而就。如何取长补短，让这些传统
能源系统变得更聪明？

张博表示， 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整体
尚处初级阶段，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待突
破、重大装备研发生产能力待提高、标准
及规范建设待统一等突出问题。

“推动绿色发展”———党的二十
大报告锚定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明确。 回首 2022 年，作为能
源绿色发展的主力军，光伏、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频迎政策利好， 产业发
展蹄疾步稳。 展望 2023 年，在加快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持续扩
大清洁供给的道路上， 中国新能源
正踔厉奋发。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十四五”发展思路明晰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中统领性文件已于 2021 年发布。回
顾 2022 年，新能源领域的“N”个支
持政策密集出台。

站在 “十四五” 发展的关键节
点， 国家及各地方层面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相继出炉。 《“十四五”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建
设黄河上游、 河西走廊等七大陆上
新能源基地；重点建设山东半岛、长
三角、 闽南等五大海上风电基地集
群； 重点部署城镇屋顶光伏行动、
“光伏+”综合利用行动、千乡万村
驭风行动、千家万户沐光行动、新能
源电站升级改造行动等九大行动。
“十四五”期间发电量增量在全社
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有望超过
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将实现
翻倍。

在国家目标的指引和昭示下，
各省区因地制宜，提出“十四五”期
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个性思路。 浙
江指出， 要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非
水可再生能源,实施“风光倍增”工
程；山东明确，要打造山东半岛千万
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鲁北盐碱滩
涂地千万千瓦级风光储一体化基
地、鲁西南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基
地、 外电入鲁通道可再生能源基
地；青海表示，要积极打造国家级
光伏发电和风电基地；以生态保护
为前提，探索三江源地区新能源开

发新模式。
在夯实风电、 光伏发展政策体

系的基础上，在储能、氢能、生物质
能等细分领域， 政策红利也在不断
释放：新型储能的技术创新、试点示
范等重点任务部署明确；氢能“能源
属性”定位明晰；生物质能迎来首个
五年规划，“生物能源环保产业示范
工程”稳扎稳打。

财政支撑、科技支撑，加持乡村
振兴、助力城市减碳，交通、建筑多
领域融合，2022 年， 可再生能源发
展在多方面政策的保驾护航下行稳
致远。

装机消纳持续向好
制造业势头强劲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 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王大鹏在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指
出，2022 年前三季度， 我国风电新
增装机 1924 万千瓦、 光伏发电新
增 5260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 262
万千瓦，分别占全国电力新增装机
的 16.8%、45.8%和 2.3%。截至 2022
年 9 月底，我国风电累计装机达到
3.48 亿千瓦、 光伏发电装机 3.58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
长。 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风电发
电量达到 5441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15.9%； 光伏发电 328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2.2%。 与此同时，可
再生能源持续保持高利用率水平。
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风电平均利
用率 96.5%， 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
达 98.2%。

在市场驱动下， 制造业发展势
头强劲。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
事长王勃华指出，在光伏供应端，今
年前三季度，我国多晶硅、硅片、电
池片、 组件产量分别达到 55 万吨、
2.56 亿千瓦、2.09 亿千瓦和 1.91 亿
千瓦， 同比分别增长 52.8%、43%、
42.2%和 46.9%。 在充分的市场竞争
下，风电整机价格下行，对风电平价

上网形成有力支撑。 在机组性能提
升上，相关数据显示，国内风电机
组的大型化进程持续推进 ，2022
年， 单机功率为 10 兆瓦及以上风
电机组陆续问世，国内风电机组最
高功率纪录已达到 16 兆瓦。

2022 年， 我国积极推进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 目前第一批
9500 万千瓦基地项目已全部开工
建设， 第二批项目清单已经印发并
正在抓紧推进前期工作， 第三批基
地项目正处于组织谋划之中。 狠抓
“大基地”的同时，整县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试点也在稳步推行， 截至
今年 6 月底， 全国试点累计备案规
模 6615 万千瓦。 在山东半岛、长三
角、闽南、粤东和北部湾等区域，海
上风电基地的建设有序推进。

累累硕果之下， 我们也必须正
视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与挑战。 这
一年， 我国开展可再生能源国家补
贴清查工作， 大量新能源电站经历
“史上最严”审查，并网时间、容量等
细节标准引发全行业热议；这一年，
我国光伏供应链出现阶段性供需错
配，部分环节价格剧烈震荡、高位运
行，当前虽已出现下行拐点，但下游
观望氛围依旧浓厚。

发现问题、 直面问题才能更好
发展，面向 2023 年，中国可再生能
源前行的步伐不会停歇， 脚步会更
加坚实。

面向未来
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
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指出，
面向 2023 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
增强能源供应能力，就要统筹推动
非化石能源发展和化石能源清洁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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