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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结构将在 30-40 年的时间内从以
煤油气为主转换到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这场能源革
命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义重大。 党的二十报告确立了“先立后破”和“有计划
分步骤”的战略方针。 “先立”就是要保证由非化石能
源主导的能源体系先行到位 ， 投入有效使用 ；“后
破 ”就是在 “先立 ”的前提下 ，逐步取代淘汰化石能
源存量。

■■“先立”涉及五个方面

“先立”是要全面综合发展风、光、水等可再生能
源和核电、地热、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 这是能源
结构转换的重中之重。 “先立”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过去几年，我国在三北地区大力发展基地式集中
风光电源和积极推进分布式光伏，2023 年计划实现新
增 1.6 亿千瓦。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的风、光、水电的
装机量总和已经远超煤电的新增装机量， 且占比还
在快速提高过程中。保守估计，到 2030 年“十五五”末
年， 风光累计装机规模大概率将接近甚至超过 24 亿
千瓦。

储能的发展将极大地减少对煤电基础负荷的依
靠， 逐步支撑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源连续平稳供
电。 作为世界上水库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投资改造
水库使之变为抽水蓄能电站具有比较优势。 假以时
日，储能体系将在未来现代能源体系中发挥稳定电力
供应的重要作用。

加强电网调配能力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如何
运输“远方的电”和“绿电赋能”新实践。 依靠现代数据
信息技术和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跨区域调电能力。 针
对不同地区用电负荷特点加强配网建设，支持用电侧
提高电气化水平和用电模式演变。

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优先构建绿能绿电支撑
的产业链和基于此优势的产业集群，促进三北和西部
绿能绿电富集地区的产业承接并同时实现高载能产
业的绿色升级。

绿色电源装备产业可依托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体
系快速壮大，构筑起规模庞大且先进的新型能源体系
的产业链。

总之，“先立”是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国家的规划、
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统筹兼顾，协调各个环节，全面
均衡发展。 我国建立起新型能源系统大约需要 20 多
年的时间，长期来看，“立系统”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实
现现代化目标的进程， 让可再生能源更稳定成熟，以
“立”充分准备好“破”的条件，最终完成能源转型。

■■从三个循环周期来看“立”

为什么说“立系统”大概需要 20 年的时间？ 笔者
主张不妨用“三个循环周期”这个概念做一番探讨。

第一个循环周期是煤电机组的寿命周期。 现役煤
电机组平均运行年龄约为 14 年，设计寿命是 30 年，距
退休还有近 16-20 年。 基于经济性考虑，现有的大部
分煤电机组存量资产可以在近 20 年内保持稳定运行。
20 年后，“先立”的非化石能源电力系统将可以大规模
替代现有煤电系统。 不过，先决条件是从现在起严控
新增煤电装机，以减少煤电沉没资产的风险。

第二个循环周期是非化石能源技术周期，即技术
迭代的周期。 过去 10 年，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和风
力发电的技术趋于成熟，成本分别降低了 80%和 40%。
未来 20 年，技术还会迭代，应用场景将更多，成本还会
下降。

第三个周期是经济周期。 综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
程，基本每七八年到十年为一个周期，即从投资的高潮
到低谷、经济从繁荣到面临下行压力。 本世纪第一个十
年繁荣甚至过热的投资高潮以“四万亿驱动”收尾，第二
个十年是新常态调整期。 现在，我国为克服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进行“逆周期”调节，新的投资周期进入关键机
会窗口期。 将“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路径衔接起来，
加速、加倍投资研发可再生能源，实现产业升级，对高质
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基于对以上三个周期的判断，再加上跨周期和逆
周期的协调衔接， 中国完全有潜力在未来 20 年左右
的时间里将可再生能源的 “先立 ”做起来 ，通过投资
拉动经济，保证能源安全平稳供给，同时为能源转型

创造前提条件。

■■后破：煤电的“改”“退”“控”

从煤电、煤炭采选两大领域看，中国目前并不缺物理
产能。 2021年的“电荒”源于煤价上升导致发电成本和电
价倒挂， 而电价上升是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将通胀压
力传入我国能源市场的金融现象。 因此，满足电力需求
关键在于对症解决煤炭和电力价格调控问题， 而非增
加产能。 展望今年及未来发展趋势，新增电力需求可由
逐年增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满足， 而不是用增加煤
炭和煤电的产能来弥补，这应是一个大方向。

据统计， 中国煤电装机已达 13 亿千瓦以上，2022
年的煤电机组利用时间约为 4600 小时， 离 5500 小时
的设计值还有一大段距离。 煤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从中
长期看将呈现下降趋势，大部分发电机组处于不完全
工作状态。 未来在碳排放量限制下，要改善煤电机组
存量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灵活性改造来提高其调节
作用。 对“淘汰的煤电机组是否要提前退役”这一问
题，建议“关而不拆”，转为灾备电源。 最重要的是，开
启需求侧市场化改革，即电价与需求挂钩，通过市场
机制控制需求侧的电力使用量， 降低用电高峰负荷，
减少因电力供应紧张而新建电厂的现象。

总之，“后破” 就是要为煤电机组找好出路、 在 20
年内有序退出，坚持“存量要稳住、增量要严控”的大原
则，在金融方面保证现金流平衡，避免引起金融震荡，
在就业方面未雨绸缪地解决好转岗培训、 就业安置、
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问题，这样才能端牢饭碗、夯实
压舱石，避免未来资产沉没风险。

（作者均供职于能源基金会）

6 □ 2023 年 2 月 27 日
□主编：别凡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

评论·要闻

也也谈谈““双双碳碳””时时代代的的““立立””与与““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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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表示，去
年，中央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实现利润总
额 2.6 万亿元，增长 6.2%；上缴税费
2.8 万亿元、增长 19.3%，去年研发投
入首次突破 1 万亿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翁杰明表示，中央企业重组
整合增强了重要能源资源的支撑托
底能力。 通过新建中国矿产资源集
团、中国稀土集团等企业，有力维护
重要能源资源安全；中化集团与中国
化工的“两化”重组，中储粮与中粮集
团的股权合作，为国家粮食、种业安
全提供了保障。 国家管网成立后，通
过对原三大石油公司 8.9 万公里油气
管道的整合，促进了油气管网基础设
施向全社会公平开放。

张玉卓称，国资央企为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 落后产能
加快退出，率先完成了钢铁等领域化
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了 2041 户“僵
尸企业” 的处置和特困企业治理任
务，有效盘活存量资产。 新兴产业布
局加快， 大力推进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 2012-2021 年，中央企业万元产
值综合能耗下降约 33%，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下降都超过 50%。

张玉卓同时表示，国资央企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 6.2
万亿元，超过全国 1/3，去年研发投入首次突破 1 万亿
元。 创新成果丰硕，在电网、通信、能源等领域攻克了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
测、卫星导航、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等
重大成果，都是由中央企业主导或参与研制。

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世
堂看来，中央企业全力做好基础产品保供稳价。 目前，
中央企业承担了全国 90%以上的油气供应，60%以上
的电力供应，25%以上的煤炭供应，建成了覆盖全国的
大电网、电信网络。 近年来，面对能源电力供应紧张情
况，中央企业全力调配资源，保供稳价，维护人民群众
供电、供气、供暖安全。

赵世堂指出， 去年电力央企在煤电价格倒挂、企
业亏损情况下，依然全负荷发电，累计发电量达到了
5.1 万亿千瓦时， 以 54.7%的装机容量供应了全国
63.1%的电力。 煤炭央企日均产量接近 300 万吨，同比
增长 7.6%，执行中长期协议让利超过 1900 亿元。电网
央企加大余缺互济力度，全年共组织跨区、跨省支援
2300 多次，调剂电量接近 450 亿千瓦时，最大限度保
障了电力供应。 面对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石油石化央
企大力推进国内页岩气勘探开发和海上气田建设，自
产天然气超过了 2060 亿方，同比增长 6%。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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