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至 1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
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
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
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
约耶夫出席。这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 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31
年来， 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
会，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

主旨讲话指出，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
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守望相助、坚
持共同发展、 坚持普遍安全、 坚持世代友
好。 主旨讲话特别指出，我们要继续在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

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打造金融、农业、减贫、
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
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

外交关系迈向新高度
能源合作将提档升级

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
平台，开辟了新前景。 主旨讲话指出，扩大
能源合作。 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
发展伙伴关系， 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
气管道 D 线建设， 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
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
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推进绿色创新。 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
盐碱地治理开发、 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
作，共同建设旱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

决咸海生态危机， 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
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
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
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今年前 4 个
月，我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 1730.5 亿元，
同比增长 37.3%。其中，4 月月度进出口规
模首次突破 500 亿元， 达到 502.7 亿元，
迈上新台阶。进口方面，前 4 个月，我国自
中亚 5 国进口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产
品 324.5 亿元，占同期我国自中亚五国进
口总值的 55%； 进口金属矿砂 105.9 亿
元，增长 13.7%。

截至今年 3 月底， 我国对中亚五国直
接投资存量超过 150 亿美元， 累计完成工
程承包营业额 639 亿美元。 通过持续推进
基础设施、油气采矿、加工制造、医疗卫生、

教育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一批大项
目成功落地，助力中亚各国产业升级、互联
互通和民生改善。

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和中亚关系迈上新台阶
予以高度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罗斯
政治技术中心专家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的
话称：“中国—中亚峰会将为双边贸易发展提
供新动力，双方在能源以及矿产金属生产和
供应链方面存在诸多共同利益。 ”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
家王能全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这次峰
会之后，中国—中亚能源合作将提档升级，届
时将对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及全球能源市场带
来广泛且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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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南网
储能公司《800m 级水头抽
水蓄能电站超高压钢筋混
凝土压力管道建设关键技
术》 顺利通过由中国工程
院钮新强、 张宗亮两位院
士领衔的专家评委会鉴
定。经鉴定，该项目研究成
果丰富， 学术价值与影响
力显著， 推动了行业科技
进步， 具有广阔的推广应
用前景， 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这标志着我
国在超高水头抽水蓄能工
程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
将有力促进高水头抽水蓄
能电站工程建设技术水平
的持续提升。

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
筑物由上水库、下水库、输
水系统、 地下厂房洞群及
开关站等组成。其中，输水
系统压力管道串联上、下
水库和厂房， 是电站运行
过程中水体交换的 “大动
脉”。该压力管道通常分为
“钢板衬砌型式”和“钢筋
混凝土衬砌型式”。钢板衬
砌型式全部由钢板承受内
水压力， 系统建设需耗费
大量高强度钢板， 且对钢
板间焊接有极高的工艺要
求，工程造价较高。钢筋混
凝土衬砌型式为限裂透水
构造， 充分利用围岩的渗
透稳定性来承受内水压
力，能够大量减少钢用量，
降低工程造价。

然而， 围岩的渗透稳
定性并非与生俱来， 施工
过程中需要通过高压灌浆
施工来保持性能， 水头越
高，灌浆压力越大，施工难
度也越高， 随之带来一系
列的技术难题。此前，我国
水头最高的钢筋混凝土衬
砌抽水蓄能电站最大净水
头为 680m，而阳蓄电站最大净水头高
达 799m。自 2018 年起，南网储能公司
依托阳蓄电站工程建设实践， 牵头开
展了专项科技攻关工作， 取得了系列
创新和工程应用成果， 形成一整套适
用于超高压钢筋混凝土输水系统建设
的关键技术体系， 推动我国抽水蓄能
电站压力管道的研究设计和建造施工
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研究成果降低工
程造价、 优化工程周期所创造的直接
经济效益达 4.63 亿元、间接经济效益
达 1.42 亿元。

该项目研究极大地推动我国钢筋
混凝土衬砌高压水道建设水平的进
步， 使得我国钢筋混凝土衬砌高压水
道的建设技术水平从 600m 级跃升至
800m 级，将为我国抽水蓄能中长期规
划中的高水头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供
成熟技术支撑，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显著。 （史云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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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美国
或再现缺电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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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氢能产业发展
迎来重要窗口期

■李远

在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腹地，全
球最大规模“沙戈荒”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在包头市白云
鄂博铁矿智能矿山，全球首个基于 5G 网
络的无人驾驶矿车穿梭来往；在通辽市，
首届零碳中国 (通辽 )绿色投资大会现场
集中签约额达 61.8 亿元； 在乌兰察布
市，我国首条跨省份、大规模、长距离的
纯氢输送管道纳入国家规划， 将从这里
扬帆起航……

夯实能源重要地位

作为能源重地，内蒙古抢抓能源经
济快速发展机遇期，全力推动能源经济
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是全国矿产资源大省（区）之
一，也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其矿产资源在品种、数量、储量、规模等
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 能源矿产资源
遍布 12 个盟市。 截至 2021 年底，内蒙古
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 133 种， 有 103
种矿产的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十位，其
中有 47 种矿产的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
三位。

特别是作为中国煤炭大省（区），内蒙
古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 1/4、全球的 1/8。
内蒙古现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
煤电基地、 新能源基地和西气东输重要
气源地，煤炭产能、电力装机、发电量、外
送煤炭、外送电量、外送电能力等指标多
年处于全国领先，保障了全国 25 个省区
市的能源供给。

近年来， 随着我国外部环境日趋复
杂严峻， 内蒙古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
的地位更加凸显、责任更加重大。 “全力
稳产保供”“坚决扛起责任”“保障全国大

局”等，成为其重要职责。
1 月 12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新
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

能源产业是内蒙古起家的产业， 更是
当家的产业， 只应做大做强、 不能做小做
丢。 要全力推动传统能源和煤基产业老树
发新芽； 全力推动新能源加快开发和全产
业链建设。

内蒙古发展新能源得天独厚， 头顶有
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既要按照
新的理念发展好“羊煤土气”，也要抓住新
能源发展的契机“追风逐日”。

“煤炭、 油气这些地下宝藏不能挖
出来就拉走，一定要在内蒙古大地上转
化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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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 是习近平总书记交
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 近
年来，内蒙古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 谋篇布局视野恢
弘，定策施策切中肯綮、破题解
题放眼未来， 擘画了在新能源
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的
宏伟蓝图。 为了全面展示内蒙
古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局
面， 本报陆续将从不同角度把
内蒙古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呈现给大家。

开馆不足一小时便紧急限流， 所有绿
化草坪上全部搭建临时场馆， 场内穿梭巴
士停止运行———火爆， 或许已经不足以形
容 SNEC 第十六届（2023）国际太阳能光
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大会暨展览会（以下
简称“2023SNEC 展会”）的盛况。

三天时间， 来自全球近百个国家的
3000 余家光伏企业参展， 展位面积超 27
万平方米，注册观众超 50 万人，中国光伏
的产业活力、竞争力与吸引力展露无遗。

展会火热空前，
年度增长饱含乐观预期

“参加了快 10 年的 SNEC 展会，从来
没有哪一届像今年这么火。 场馆的工人根
本不够用， 我们直到开馆当天凌晨两点多
才完成展台搭建。 ”

“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SNEC 展会
没有举办。 疫情三年，坦白讲，对产业发
展影响很大。现在大家都铆足了劲，今年
的展会释放出很多积极信号， 经济在复
苏。 往年我们只参展与新能源直接相关
的东西， 今年还扩充了对配套产品和服
务的展示。 ”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参观光伏展会，中
国的光伏企业太有活力了， 各种各样的新
产品、新技术，每个展台都有惊喜，我在场
馆里都迷路了。 ”

“我们公司 2022 年才成立， 今年是第
一次参加 SNEC 展会。 不管是参展商的数
量，还是观展人数，都透露出一个非常明显
的信号，就是光伏行业景气度很高，我们非
常庆幸可以选择光伏赛道作为公司转型的

方向。 ”
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现场背后，是中

国光伏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数据曲线。 装机
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光伏发电新增并网
容量 33.66 吉瓦，同比增长 154.8%，这一数
据已经超越 2019 年全年的光伏装机总量。
出口方面， 一季度我国光伏组件累积出口
50.9 吉瓦，同比增长 37%；光伏电池累计出

口 8.6 吉瓦，同比增长 66%。
对于今年中国光伏的市场前景， 行业

饱含乐观预期。正泰新能源董事长、总裁陆
川预测， 今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将达到
280-300 吉瓦。其中，中国的新增容量将在
160-180 吉瓦左右。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曹仁贤表示， 今年我国光伏累计
装机量或将首次超过水电， 成为第一大非

化石能源发电来源。
“过去十多年，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速

度远超我们的预期———更早实现了平价上
网、更早向主力能源迈进。 未来十年，中国
光伏可能还会超出我们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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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不足一小时紧急限流，草坪全部用于搭建临时场馆

今年 SNEC 展热力爆棚
企业扩产脚步加快，产能过剩风险增大

■本报记者 姚金楠 董梓童

中国—中亚深化能源全产业链合作
■本报记者 王林

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既要“羊煤土气”，也要“追风逐日”

以新发展理念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

图为展会现场。 付拥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