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刊 □ 2023年12月25日
□ 主编：别凡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602

油气勘探成果丰硕
夯实能源保供“家底”

2023年，油气企业牢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立足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大力推进高效、高质量勘探，喜获
多项成果，展现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新担当新作为。

在鄂尔多斯盆地东北缘的2000米地层，中国海油发现我国
首个千亿方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层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
超1100亿立方米；在渤海南部海域，中国海油再获亿吨级大发
现——渤中26-6油田，成为渤海油田连续3年勘探发现的亿吨
级油田；在塔里木盆地，中国石化在顺北中部超深凝析油气新
领域累计探明地质储量石油2.76亿吨、天然气2093亿立方米；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设计井深达11100米的中国石油深地
塔科1井鸣笛开钻，奏响我国“万米深井”时代序曲……

2023年，我国油气勘探领域捷报频传。这些资源的发现，
将不断夯实我国能源保供“家底”，进一步筑牢我国能源安全
防线。 （李玲）

2023年12月5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核定跨省天然气
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首次分区域核定国家管网集团经营的
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同时，要求国家管网集团根据各价
区运价率，以及天然气入口与出口的运输距离，计算确定管道
运输具体价格，并向社会公开。

这是我国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以来的首次定价，也
是首次按照“一区一价”核定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

“一区一价”落定后，国家管网集团经营的跨省天然气管
道运价率由20个大幅减少至西北、东北、中东部及西南4个价
区，构建了相对统一的运价结构。在“全国一张网”框架下，跨
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相对统一，打破了运价率过多对管网
运行的条线分割，有利于实现管网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平开放，
促进管道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管网运行效率，对构建天然气全
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渠沛然）

2023年8月8日，国家标准委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
发《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以下简称《指
南》），系统构建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并明
确了标准体系建设目标。

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氢能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
给出指导意见，也是多年来业界期盼的一件大事。《指南》的推
出，是对《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任

务的分解和呼应，既表明国家对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视、对氢能
相关政策细化和完善的态度，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是
对行业和企业的重大利好。

从前期以燃料电池等交通领域应用为主，到目前开始向上
游氢气制取和储运环节发力，2023年，我国氢能产业进入全产
业链全面发展新阶段。标准体系的建设，有望在推动产业规模
扩张的同时，进一步拉升行业发展质量。 （仲蕊）

三代核电批量开工
四代电站全球“破零”

2023年12月6日，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座
第四代核电站——山东荣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商业示
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连续运行考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该示范工程集聚产业链上下游500余家单位，先后攻克多项世
界级关键技术，设备国产化率超90%，首台套设备达2200多台
（套），创新型设备达600多台（套），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核电技
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23年，我国三代核电批量开工。福建宁德核电项目5、6
号机组及辽宁徐大堡核电项目1、2号机组获核准。其中，福建
宁德核电项目5、6号机组采用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
电技术“华龙一号”，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

2023年，我国“华龙一号”已形成多机组同时在建、批量化
建设稳步推进格局，四代核电亦加速发展。核电国产化率持续
提升，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杨晓冉）

风机大型化创纪录
勇闯技术“无人区”

2023年底，我国主流风电整机厂商陆续发布最新款陆海风
电整机机型——15兆瓦陆上风电机组刷新全球陆上风机容量
最高纪录，22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全球海上风机单机容量最
高纪录。

而就在2020年，我国新增装机所用陆上风电机组平均单机
容量还仅为约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平均单机容量仅为4.8兆
瓦。短短三年时间，投入市场的风机单机容量便快速上涨，单
机容量10兆瓦的陆上风电机型已经投入使用，单机容量15兆
瓦以上的海上风电机组已经实现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8兆瓦的
海上风电机组已正式下线。

风机大型化被视作推动风电降本的重要手段，不断涌现
的新产品正让风电变得更加好用易用，也让风电走向更深更
远。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风电市场潜力正逐步显现，风电
市场的持续创新突破正为我国乃至全球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
动力。 （李丽旻）

2023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
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明确自2024年1月1日起
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对煤电实行“两部制”电价政策。其
中，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灵敏反映电力市场供需、
燃料成本变化等情况；容量电价水平根据转型进度等实际情
况合理确定并逐步调整，充分体现煤电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调
节价值，确保煤电行业持续健康运行。

“两部制”电价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这
块“拼图”日臻完善。“双碳”目标及能源转型背景下，降低燃煤
发电企业成本，建立能够同时挖掘煤电机组下调能力和激励
煤电机组顶峰能力的价格机制十分必要。“两部制”电价的出
台，不仅能够巩固和保障煤电的“压舱石”地位，同时也明确其
成本回收不再完全依靠发电，进而保障中长期发电容量的充
裕性，助力电改纵深推进。 （杨晓冉）

标准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不可少的
基础支撑。2023年，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
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4 月 21 日，11 部门联合发布《碳达峰碳
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对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体系建设明确具体目标、搭建体系框
架、确定重点内容，对解决碳排放数据“怎么
算”、如何“算得准”，碳排放“怎么减”、“怎么
中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支撑重点行
业和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协调、全面
的标准支撑。

通过试点建设，探索可操作、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是实现碳达峰的重要路
径。11月28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
于印发首批碳达峰试点名单的通知》，确定
张家口市等 25 个城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等10个园区为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
和园区。

首批碳达峰试点的确定，有利于调动试
点城市和园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打造降碳
先行区和引领区，为全国如期实现“双碳”目
标提供有力支撑。 （林水静）

2023年，作为我国高技术附加值的绿色
转型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这外贸出口“新三样”走俏海外。前三季度，

“新三样”等产品出口量同比大涨41.7%。
新能源汽车领域，7月，我国第2000万辆

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从 1000 万辆迈入
2000 万辆大关，我国仅用 1 年零 5 个月。1
月—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9.1万辆，
同比猛增83.5%，不断跑出加速度。

锂电池领域，前三季度，我国新增投运
新型储能项目装机12.3吉瓦，同比强劲增长
925%，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在全球市场
中，出自中国企业的储能电池产量超75吉瓦

时，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出口比重超55%，
产销两旺。

光伏发展更是迅猛。1月—10月，我国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142.56 吉 瓦 ，同 比 增 长
144.78%，占全部新增发电装机的57%；光伏
产品出口金额达429亿美元，硅片、电池片、
组件出口量分别同比增长 90%、72%、34%。
截至 10 月底，我国光伏累计装机 535.76 吉
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第二大电源。

“双碳”目标下，我国新能源产业飞速发
展，制造端、应用端齐头并进，在全球市场
中占据领先地位，我国靓丽“新名片”名副
其实。 （董梓童）

2023年，我国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电
网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的底气越来越足。

应对高比例新能源带来的压力是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加速
实施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联网”、省内主网架

“补网”建设，尤其是我国首个“沙戈荒”风光
电基地外送电特高压工程——国网宁夏—
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
为“沙戈荒”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开发利用
提供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2023 年，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也大幅提速。福建永泰抽蓄电站实现全容
量投产，东北地区最大抽蓄电站首台机组投
产，西北地区首台抽蓄电站——国网新疆阜
康抽蓄电站投产，西南地区首座百万千瓦级
抽蓄电站投产……此外，还有一批项目正在
建设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加速推动“源网荷储”各环节协同优
化，保障电力供需实时平衡，有效缓解今夏部
分区域电力供需偏紧局面的同时，也为应对今
冬“速冻”天气的挑战积蓄更多力量。 （苏南）

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迎来历史性突破。上
半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达13.22亿千瓦，首超煤电，约占我国发
电总装机的48.8%。截至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达14.5亿千
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50%，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比重突破15%。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发电量不断增
多，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安全消纳问题日益凸显。2023年7月

发布的《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明确将对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实现绿证核发全
覆盖。

12月13日，国家能源局首批核发绿证约1191万个。随着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不断攀升，实现绿证核发
全覆盖后，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证供应市场。 （林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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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建设提速 碳达峰试点探新路

“新三样”出口势头强 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电力保供底气更足

装机占比正式过半 可再生能源超煤电

标准建设有了指南 氢能发展更重质量

“一区一价”尘埃落定 管网运行效率更高

煤电容量电价落地 助力电改纵深推进

2023 年，世界变乱
交织，中国能源产业不负众望，

支撑东方大国行稳致远。
这一年，煤炭、油气保供能力继

续提升，能源供需动态平衡，能源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这一年，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天
然气管网“一区一价”等改革措施密
集落地，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历史性
突破50%，能源革命硕果累累；

这一年，降碳工作有序推进，助
力中国引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
本期，我们梳理2023年国内十大

能源新闻，共同回顾不平凡的 2023，
为中国能源产业打c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