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李慧颖报道 2 月 7 日，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
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加强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 建立健全数据
质量管理长效机制。

《通知》指出，发电行业纳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的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包
括经最近一次核查结果确认以及上年度新
投产预计年度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 1 万吨标准
煤）的发电行业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通知》强调，对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
原因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停止排放温
室气体， 或经核查上两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均未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单

位，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组织现场核实确
认， 向其书面告知应履行的碳排放配额清
缴义务、完成时限等事项，并在确认其完成
相应义务后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年
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中移出。

此外，《通知》指出，组织有关技术支撑
单位或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重点排
放单位月度信息化存证的数据及信息进行
技术审核，识别异常数据，及时将有关问题
线索移交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
查实和处理。 生态环境部将对各地碳排放
数据质量开展评估。

2021 年 7 月 16 日， 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 发电行业成为首个
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 纳入重点排放单
位超过 2000 家。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报告》显示，全国碳
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 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 76.61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碳市场总体配额
履约率为 99.5%，1833 家重点排放单位按
时足额完成配额清缴。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政策工具， 准确可靠的数据是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有效规范运行的生命线。 2021
年 10-12 月， 生态环境部组织 31 个工作
组开展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围
绕煤样采制、煤质化验、数据核验、报告编
制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发
现企业篡改伪造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
报告结论失真失实等突出问题。 生态环境

部督促指导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坚决查处
数据虚报、 瞒报、 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
为。 同时，规范咨询、核查、检测服务行为，
确保技术服务过程和结果真实、 合规、公
正，保障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去年 3 月，生态环境部明确指出，各地
方应结合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和核查工作的实际需要， 做好对技术服务
机构的监管。 组织开展重点排放单位碳排
放数据质量管理相关能力建设， 推动加快
健全完善企业内部碳排放管理制度， 提升
碳排放数据质量水平。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探索开展多源数据比对，识别异常数据，增
强监管针对性。

《通知》也提出，组织和指导设区的市
级生态环境部门， 对重点排放单位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编制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督促重点排放单位及时、 规范开展存
证，对煤样采集、制备、留存的规范性、真实
性进行现场抽查， 对投诉举报和上级生态
环境部门转办交办有关问题线索逐一进行
核实处理。

近期，多家储能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包括电池材料、储能电池、
储能变流器、储能系统等环节的大部分企
业实现业绩正增长，且净利润超百亿元或
同比翻番。

在“双碳”目标及新能源配储政策的助
推下，2022 年储能赛道持续火热， 海内外
市场遍地开花，企业大手笔扩产计划不断，
跨界玩家积极涌入，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
穷，市场展现出强大活力。

全产业链业绩飘红

从业绩收入来看，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无疑是产业链上的绝对龙头。 宁德时代预
计 2022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91 亿元至
315 亿元，同比增长 83%至 98%；比亚迪全
年预计收入突破 4200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60 亿元至 170 亿元，
同比增长 425.42%至 458.26%。

“2022 年公司持续加大储能市场的开
拓力度， 储能电池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
加。”鹏辉能源表现抢眼，公司预计 2022 年
实现净利润 6 亿元至 6.9 亿元， 同比增长
228.89%至 279.28%。

头顶国内“储能第一股”光环的派能科
技同样增长势头强劲，公司预计实现净利
润 11.8 亿元至 13.1 亿元 ， 同比增长
273.21%至 314.32%。

储能产业链企业整体业绩喜人。 上游
材料方面，2022 年碳酸锂供不应求， 电池
级碳酸锂价格一度飙涨至 60 万元/吨，较
2021 年初涨幅超 10 倍。 基于此， 天齐锂
业、赣锋锂业、盐湖股份、天华超净等企业
赚得盆满钵满，赣锋锂业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预计为 180 亿元至
22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约 244.27% 至
320.78%； 天齐锂业报告期内净利润约为
231 亿元至 256 亿元， 同比增长 1011.19%
至 1131.45%。

作为储能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变流
器市场也随之水涨船高。 固德威表示，2022
年分布式储能在欧洲市场呈爆发式增长，
公司储能逆变器及储能电池销量较上一年
度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

润 5.9 亿元至 7.07 亿元，同比增长 111.06%
至 152.92%； 业务内容涵盖储能变流器、大
型集装箱式储能集成系统、 户储电池等产
品的科士达也发布业绩预告称， 光伏和储
能的订单及出货量大幅增加， 预计实现营
业收入 4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7%。

产能和出货量齐升

“整体来看， 储能市场表现略超预
期。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副教授郑华认为，主要驱动因素是强配储
能同步并网政策带来了储能实际装机量的
快速增长。 各现货市场的实质推进、长效
政策的逐步建立与落实，以及未来预期的
增强也推动相关企业提前布局。

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统计，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已投运的电力储能项
目累计装机达 59.4 吉瓦， 同比增长 37%。
其中，新型储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累计装机
规模首次突破 10 吉瓦， 超过 2021 年同期
的 2 倍，达到 12.7 吉瓦。

储能电池产能和出货量齐升。 产能方
面，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
高科、亿纬锂能在内的动力电池厂商加速
跑马圈地，在储能电池赛道掀起一轮轮扩
产热潮。 据业内不完全统计，2022 年储能
电池相关扩产项目达 26 个， 投资额超过
3000 亿元，产能合计 820 吉瓦时。 出货量

方面， 国内主要储能电池企业订单量几乎
实现 200%以上的增长，部分企业的订单已
经排期到今年第二季度。

储能市场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企业争相
布局。永泰能源、美的集团、三一重工、明阳
智能等 20 余家上市公司纷纷跨界入局储
能赛道，其中不乏科技公司、食品公司、教
育公司以及房地产公司。 个别企业由于投
资领域与主营业务相去甚远， 还引来监管
机构质疑“是否存在蹭热点”的问询。

储能市场的火热， 从投融资热度上也
可见一斑。2022年，储能电池及材料领域的
投融资事件超过 120 起， 投融资规模高达
千亿元。 除了锂电池、储能系统、储能 PCS、
正负极材料外，钠离子电池、液流储能等新
技术也成为投融资的热点领域。

不仅国内储能市场迎来爆发， 全球储
能装机规模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海外储
能设备需求更是持续激增。 比亚迪储能销
售中心常务总裁尤国此前透露， 公司储能
产品覆盖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储能系统累
计出货量超 6.5 吉瓦时， 在英国和美国的
储能市场占有率达 80%和 30%。 2022 年，
比亚迪储能全球订单总量超 14 吉瓦时。

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那么，今年储能产业发展趋势如何？又
将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新年伊始， 多项储能支持政策便紧锣
密鼓出台。国家层面，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
发布 《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加强新型储能电池产业化技术
攻关， 推进先进储能技术及产品规模化应
用；国家能源局印发《2023 年能源监管工
作要点》，要求引导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
新型主体参与系统调节。地方层面，山西进
一步明确独立储能电站并网运行管理实施
细则；深圳积极引进储能相关企业，对作出
特别产业贡献的企业予以奖励。

在政策和需求的双重作用下， 储能市
场被持续看好。中金发布研究报告称，目前
我国已有超 20 个省区提出新能源配储要
求，风光装机量增长，且配储比例、配储时
长提升，预计 2023 年国内表前储能需求量
同比增长 126%，至 27.9 吉瓦时。

“随着政策框架体系的确立和成本的
降低，今年储能市场发展会更加快速。 ”郑
华进一步指出，企业竞争也将更为激烈，但
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洗牌， 很多上市公司
的储能布局还需要一定周期进行验证与释
放，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质变。头部企业的技
术与生态优势愈发明显， 品种单一和没有
稳固供应链的中小企业会面临生存困难。
同时， 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赛道的多样
性， 也将给予布局压缩空气储能、 飞轮储
能、全钒液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型储能
技术路线的企业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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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碳”目标及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市场迅速升温

储储能能成成投投融融资资黄黄金金赛赛道道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本报讯 记者杨晓冉报道 2 月 6 日，中
国华能党组书记、董事长温枢刚在 2023 年
新能源建设推进会上宣布首批新能源项目
开工。 中国华能将靠前安排 2000 万千瓦、
共计 152 个新能源项目实现实体开工和施
工准备， 全年新能源开工 3000 万千瓦以
上，投资额超过 1000 亿元。

据悉，本次实现实体开工和施工准备的
新能源项目涉及全国 29个省区， 主要聚焦
“三线一带”，即北线清洁能源基地、东线海上

风电、西南“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以及中东
部分散式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建设开发。

中国华能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邓建玲
在推进会上表示， 华能将以本次推进会为
契机，全力以赴抓好新能源发展“大会战”，
确保新能源发展“硬任务”务期必成；全力
以赴服务国家稳增长，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发展，勇当畅通经济循环、推动国民经济高
质量稳增长的“压舱石”；全力以赴提升业
绩“含金量”，坚持精建严管，打造优质“基

因工程”，实施精益化管理，推动新能源发
展提质增效，提升竞争力，塑造公司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近年来， 中国华能践行能源安全新战
略，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清洁能源作
为主攻方向，实现新能源跨越式发展。新能
源产业已成为推动中国华能高质量发展的
效益支撑和重要引擎。

2022 年，中国华能抢抓“沙戈荒”大
基地开发机遇， 获得库布齐沙漠鄂尔多

斯南部基地 1200 万千瓦新能源开发权；
陇东能源基地、 上都风电基地建设加快
推进；新能源发展再创历史最好水平，新
能源总装机突破 5000 万千瓦。 此外，华
能新能源智慧运维平台实现了华能系统
内新能源场站 100%接入、省级新能源区
域集控中心 100%覆盖，并成为中央企业
新能源智慧运维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2023 年，中国华能将按照“服务大局，
稳中求进，主动摸高，奋勇争先”的总要求，
大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新能源为主体，
全力争取大基地开发实现更大突破， 在实
现“双碳”目标中展现新作为；并将围绕年
内新能源项目投资额超 1000 亿元的任务，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 全力以赴服务国
家稳增长。

本报讯 2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
网站披露， 为进一步发挥中央预算
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 夯实煤矿安
全生产基础， 促进煤炭安全稳定供
应，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会同应急部、国家矿
山安监局对原 《煤矿安全改造中央
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能
源规〔2020〕23 号）进行了修订，联合
印发了 《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能源规
〔2023〕80 号）。

据悉， 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

调整资金安排方式。 为更好落
实资金重点投向， 将资金安排方式
由切块下达改为打捆下达， 资金安
排与煤炭增产保供等政策落实情况
挂钩，体现奖励先进、约束落后的政
策导向。

优化资金重点投向。专项资金在
继续支持煤矿重大灾害治理的同时，
鼓励引导煤矿加快智能化发展、加大
煤矿瓦斯综合利用、推广煤炭绿色开
发、 支持煤矿内的存煤设施改造，提
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促进煤炭安全
增产保供。

细化资金补助标准。煤矿安全改
造坚持企业负责、 政府支持的原则，
资金来源以企业自有、 银行贷款为
主。单个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占比上限为 25%，投资补助额
度不超过 3000 万元。

据介绍， 我国煤炭资源赋存地
质条件复杂，灾害严重，安全生产压
力大。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支持重点煤矿改造完善
安全条件、提升防灾治灾能力，有力
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
转， 推动煤炭安全增产保供取得明
显成效。本次修订工作，主要根据煤
矿安全生产和煤炭供应保障形势需
要， 优化调整专项资金重点投向和
安排方式，严格事中事后监管要求，
进一步提升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将协同有关部门依据上述新修订
印发的办法， 做好煤矿安全改造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 持续支持煤矿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促进煤炭安全
生产。 （宗合）

开工 3000万千瓦以上 投资总额超 1000亿元

中国华能打响新能源发展“大会战”

四部门联合修订印发新办法

中央预算投资出新规
煤矿安全改造更有力

看更大的能源世界

微信

微博

中国能源网

抖音

生生态态环环境境部部：：

加强发电企业碳排放数据管理
5

重点推荐

五大发电企业新能源
贡献度持续提高

8

首月“开门红”
煤炭保供底气足

10

海洋碳汇
开启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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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