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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全球专利申请量增速位列第一

固态电池研发，中国领跑世界
■本报记者 杨梓

三部门公布首批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名单，15个县（市、区、旗）入选

农村能源革命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李玲 张胜杰

(详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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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和基础保障，农村能源革命有利于加快农
村地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实现农村能源
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加大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力
度，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能源局
等四部门于 2023 年 3 月联合发布《关于
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的通
知》，决定联合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
点县建设。国家能源局等三部门近日公
布第一批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名单，正
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村能源革命试点
县建设，15个县（市、区、旗）入选。

在业内专家看来，具备条件的农村能
源革命试点县先试先行、积极探索，对于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商业化运营的农
村能源革命新模式意义重大，将进一步
加速我国农村能源革命进程。

试点县资源优势突出

且具备代表性

国家能源局指出，经地方申报、专家
评估和部门审核，确定将河北省围场县、
山西省浮山县等 15 个县（市、区、旗），纳
入第一批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名单。

“自2023年3月四部门发文建设能源
革命试点县，经过9 个多月才公布首批试
点县名单，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申报审
核相当慎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
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从另一个方面看，
进入名单的县市对开展试点工作十分积
极，而且具有一定基础，也得到各级相关
部门的认可。”

那么，入选试点县名单的县市在能源
转型方面有哪些优势？

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为例，作为“两
山”理念发源地，安吉县具有地理位置优、
可再生资源禀赋好、开发基础强、能源基
础设施齐全等诸多优势。

全程参与湖州市试点县组织和推荐
工作的湖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胡畅接受

《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革

命试点县旨在为全国其他区县的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提供实践经验，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安吉县近年来立足自身能源
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有别
于资源富集地区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路
径，对全国其他同类地区具有较强的借
鉴意义。”

“安吉县水资源丰富，各类水库总库容
量达 4 亿立方米。全年日照达 1900 多小

时，同时竹废料、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丰富，
年总量在40万吨左右，目前已形成以光伏
发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为主导的新能源
开发利用体系。截至2022年底，全县清洁
能源装机45.34万千瓦，占全县电源总装机
的 90.9%。另外，已建成天荒坪抽水蓄能
电站、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
390万千瓦。”安吉县发改局副局长竺亮告
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入选试点县的四川省康定市同样具备
优良的资源条件。据了解，康定市水电、风
电、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量分别达1080万
千瓦、31万千瓦、680万千瓦，可采地热流
体15.8万立方米/天。

“首批 15 个试点县，整体看都是可再
生能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不同地区各有
侧重。比如，有的地区地热资源丰富，可
用于农业和采暖；有的地区生物质资源比
较多，可以此为突破口，陆续推广应用，推
动实现减排目标。南方一些光照资源比
较丰富的地区可以利用光伏发电，内蒙古
等北方地区风力资源丰富，可以主要发展
分布式风电。各地可以根据各自优势探
索不同利用模式，为全国农村能源革命
积累可复制的经验。”中国农村能源行业
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委会主任肖
明松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因地制宜创新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模式

国家能源局表示，广大农村地区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
丰富，是落实“双碳”目标、大力发展新能
源的重要增长极。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
建设立足加快农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围绕供给革命、消费
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等四方面，因
地制宜创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
式，探索推动农村地区用能保障、清洁替
代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赵亚男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网冀北电力”）1月3日透露，2023年，冀
北清洁能源基地新增风电、光伏装机1187
万千瓦，同比增长32%，再创历史新高。截
至目前，冀北电网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000
万千瓦，占冀北电网电源装机的76%，居全
国省级电网首位。冀北电网全年新能源
发 电 量 已 达 82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4.7%，新能源发电量已占冀北电网电源发
电总量的51%，首次成为电量主体。截至

目前，冀北电网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
机和发电量占比过半“双主体”。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能源转型
正加速推进。当前，新能源发展“追风逐
日”，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按下“加速键”，也
为国网冀北电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今年以来，国网冀北电力充分依托区
域新能源资源禀赋，着力发挥电网企业优
势，着力支撑和促进大型电源基地集约化
开发、远距离外送，不断创新和拓展新能
源利用途径，积极主动开展创新实践，服
务新能源发展焕发新生机、新活力。

主网增强 新能源稳定畅行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新能源集中并
网之际，国网冀北电力新能源并网项目组
的成员们加班加点，奔赴在各个场站，高
效且有序推进新能源并网工作。

冀北清洁能源基地地处河北北部，一片
片巨形“风扇”擎天而立，迎风转动；一面面
光伏太阳能板连绵成一片“蓝色海洋”，形成

“追风逐日”的壮观景象。在这片独特“风
光”下，为支撑和促进大型电源基地集约化

开发、远距离外送，国网冀北电力持续完
善特高压和各级电网网架，积极推进新能
源送出工程、新能源调相机等项目建设。

2023年，冀北电网500千伏承德北、白
土窑等3项新能源配套工程建成投产，增
加新能源送出能力 360 万千瓦。同时，已
建成的张北柔性直流、张北—雄安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等重点工程，支撑了冀北
新能源跨省输送。据测算，2023 年，冀北
清洁能源基地外送京津冀地区新能源电
量约3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

然而，随着高比例新能源的快速发
展，电网要求新能源场站具备调频、调压、
惯量和短路容量支撑能力。此时，调相机
作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和“稳
定器”，可有效解决区域新能源送出能力
不足等问题。

“风光”动能焕“新”生
——国网冀北电力多措并举推动新能源发展

图为农村能源革命首批试点县之一——浙江省安吉县的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浙江省安吉县发改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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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备受关注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固
态电池早已是各大电池企业、整车企业、
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在近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
局长申长雨表示，在锂电池特别是固态电
池领域，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技术来源国之
一。截至2023年5月，全球固态电池关键
技术专利申请量为20798项，中国有7640
项，占比达36.7%。近5年，我国固态电池
全球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20.8%，增速位
列世界第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全球固态电池
研发激战正酣，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该
领域的研发布局力度，争取在下一代电
池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优异特性受青睐

经过数年发展，液态锂电池技术快速

迭代，成本逐步下降。不过，当前液态锂
电池能量密度已接近“天花板”，并且长
久以来其安全性未能显著提升。因此，
兼顾高安全性与高能量密度的固态电
池受到青睐——固态电池的固态电解
质代替原来的电解液与隔膜，安全性得
以增强，同时其能量密度也显著提升，有
望 将 现 有 300Wh/kg 能 量 密 度 提 升 至
500Wh/kg。

“若用在动力电池领域，全固态电池
的商业化落地对电动汽车续航、安全性方
面的提升将是颠覆性的。”一位业内专家
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车夫咨询合伙人曹广平也向《中国能
源报》记者表示：“全球汽车动力技术逐步
趋于电动化，动力电池技术发展也成为关
键因素。不过，现有动力电池性能仍需突
破，固态电池在提升安全性、能量密度等
重要方向上有巨大优势。”

目前，宁德时代、辉能科技、赣锋锂业
等一批动力电池企业都已深耕固态电池
研发。同时，由于性能良好，固态电池也
吸引了长安汽车、蔚来、丰田汽车等众多
车企积极布局。

“目前，我国已有一批研究固态电池
的企业及机构组织，投入全固态电池、半
固态电池多条技术路线的研发。固态电
解质的研发包括氧化物、聚合物以及硫化
物方向，也随之产生大量专利，以期未来
在该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曹广平进一步
指出。

跳出“框架”布局半固态电池

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全固
态电池的诸多优势更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上，短期内全固态电池难以落地。例
如，丰田汽车曾在 2023 年 6 月宣布，将

在 2027—2028 年实现全固态电池技术
商业化，并向市场投放配备全固态电池
的纯电动汽车；广汽集团 2023 年 11 月
宣布，将于 2026 年实现全固态电池装车
搭载。

据了解，全固态电池对材料性能、生
产工艺等多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其尚
未完全商业化使用受制于技术瓶颈以及
较高的成本。

“例如全固态电池固—固界面阻抗
大、导电性较差等，这些都是行业长期未
能突破的技术瓶颈。而在这些问题逐一
解决后，全固态电池才能向产业化迈进。”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中国电池
产业研究院院长吴辉在接受《中国能源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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