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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钦荣 陆冬琦

根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电力大数据显
示，截至2月底，广西制造业企业复产率总
体达到94%，已恢复至节前生产水平；用电
负荷相比增长5.4%。

今年以来，广西用电负荷保持高位运
行，最高达3344万千瓦，同比增长57.6%；
河池、桂林、柳州、来宾等网区用电负荷创
出历史新高。

电力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
“风向标”。数据显示，2023年广西全社会
用 电 量 2449.4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0.5%。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50.66亿千
瓦时，第二产业用电量1543.12亿千瓦时、
第三产业用电量 366.49 亿千瓦时，同比
2022年分别增长18.5%、12.7%、9.2%。

用电量与经济指标呈正向关联。稳步
上扬的用电量曲线，释放出经济恢复向好
的积极信号，彰显出广西经济发展的韧性、
潜力和活力。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幅明显

今年1月份，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
司用电量同比去年1月份增长近一倍。“我
们积极走访企业，宣传峰谷电价政策，引导
企业结合生产任务和峰谷用电时段，安排
生产计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南方电网
广西玉林供电局市场部陈玉汉介绍道。

此前，由玉柴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首
款混动电驱无级变速动力总成，一举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电驱无级变速
0到1的突破。电量大幅增长折射玉柴集
团创新发展动力强劲。

放眼全区，2023 年以来，广西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在工程机械、动力装备、高端

铝合金新材料等领域实施科技“尖锋”行
动，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各地涌现出一
批高技术制造业的佼佼者，带动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量持续增长。

根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用电大数
据监测，2023 年，对广西全区用电量增长
贡献率最大的是占比达 52.9%的制造业，
同比上一年增长 14.1%。其中，表现突出
的细分行业为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全年用电量同
比分别增长 53%、46.3%、43.9%，均高于全
国平均增速。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用电量分别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36.3、17.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高载能行
业用电增速在放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1.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同比增长-3%。

有关业内专家分析指出，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增速超过高载能行业，
反映出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培育，广西制
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明显，新动
能加快释放。

“三新”行业成为用电新增长点

今年春节，从除夕至初八，广西大工业
用电数据中，锂电池产业用电量呈现大幅
增长态势，同比增长48.6%，增速位列各行
业首位。

不仅锂电池产业，2023年以来，与新能
源相关的“三新”行业用电均保持高位增长。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浪
潮滚滚而来，广西全力推动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如今，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广西
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促进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

根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用电大数
据分析，2023 年，广西汽车制造业全年用
电 量 达 156019 万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53.1%。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
37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8%。

从地域上看，透过广西看柳州，根据南
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用电大数据分析，
2023年柳州129家汽车产业链企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19.66%。“在汽车产业链企业中，
电池制造企业用电量同比增幅最大，带动
汽车制造业用电量21.37%，成为拉动用电
量的一大‘马车’。”南方电网广西柳州供电
局市场营销部经理袁彦介绍道。

“2023年7月后，瑞浦赛克动力电池公
司产能比原计划增长30%，用电需求也随
之增加，在了解我们的用电需求后，柳州市
政府与柳州供电局共建一座110千伏移动
变电站，仅用一个月便顺利投运，全面满足
我们企业用电需求。”瑞浦赛克动力电池公
司副高级工程师李中伟介绍道。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
了充电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广西
充换电服务业用电增长。根据南方电网广
西电网公司用电大数据分析，2023年充换
电服务业用电量113861万千瓦时，同比增
长80.9%。

新能源产业也同步保持着快速发展的
步伐，2023年广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46.3%，其中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 252.2%。透过用
电量大幅增长，可以看出广西新能源经济
的发展态势。2023年底，广西新能源装机
容量超 26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50%，远超
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较“十三五”末装机容
量翻了一番。其中，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571万千瓦，是“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

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5倍。

用电增速彰显向海经济蓬勃发展

高耸的吊臂起落有序，车辆穿梭不
息，广西北部湾港口一派生机勃勃。根据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3 年广西进出口情况
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最新外贸数据，2023年
广西进出口总值6936.5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7.3%。

2023 年，广西大力推动向海经济，临
港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大宗商品贸易快速
增长，进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万吨。南方
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用电大数据显示，2023
年，广西港口岸电累计6321 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 14.86%。钦州、北海、防城港、玉
林、崇左、南宁等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全
社会用电量均呈正增长。

2月1日，在广西钦州保税港码头，中
外合资企业——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
司一批白卡纸搭乘货船出口马来西亚，用
于日用品、化妆品、生活用品等包装。该
公司是广西首批参加绿电交易的企业，
2023年累计成交绿电1.28亿千瓦时，成为
广西绿电成交电量最多的企业。“对我们
出口型企业来说，通过购买绿电降低排放
很重要。今年，我们将继续购买绿电，助
力‘中国制造’走向海外。”该公司文宣处
经理汪波介绍。

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
片区，2023年用电量达60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6.39%。南方电网广西电网钦州供
电局市场营销部经理蒙世国介绍，供电部
门通过加强上门服务，通过系统监测、缩减
流程等方式，全力做好供电服务保障，2023
年钦州供电局用电报装容量 69.6 万千伏
安，同比增长16%。

用电数据折射广西经济结构之变用电数据折射广西经济结构之变

图片说明图片说明

■李远 李焘

毕节市煤炭资源丰富，是贵州省主要
的优质无烟煤产地，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325.53 亿吨，占全省的 40.69%，排全省第
一。近年来，该市立足煤、做足煤、延长煤，
全力实施“富矿精开”，打造新型综合能源
基地、全国重要的资源精深加工基地；先后
建成了黔北电厂、纳雍电厂等一批火电厂，
让煤变成电，从空中“走”出大山；在煤炭产
业建链、补链、强链、延链上努力作为，大力
发展新型能源化工产业，推动煤炭产业绿
色发展。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坚持“富矿精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为全力做好“富矿精开”这篇大文
章，毕节市深入实施煤炭产业结构战略性
调整，推动煤炭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
加快培育和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加快推动
煤炭资源由燃料型向原料型转变，产品由
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变，不断提升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在加速构建现代能源
体系打造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上迈出坚实
步伐。

■■安全高效生产 煤电一体融合

走进贵州豫能集团新田煤矿地面集控
室，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只需用鼠标轻轻点
击“启动”按钮，智能化采煤设备便依次开
启，仅仅10多秒，在数百米深的井下，智能
化采煤机就一刀刀将煤割下，再由强力胶
带运输机将乌黑发亮的煤炭带出井口。这
是新田煤矿智能化采煤的一个场景。

“贵州豫能智能化综采面的建成，让矿
工‘坐在地面’采煤的梦想成为现实，既节
约人力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让生产更
安全。”新田煤矿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智
能化技术的运用，该煤矿2023年产量突破
100万吨，创建矿以来新高。

诸如这样的场景还发生在织金县文家
坝煤矿。“智能化采煤节约了人力成本，提

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生产安全。从过去
一个工作面需要15个人左右，到如今实现
自动跟机移架，只需4人就够了。”文家坝
煤矿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毕节市实施煤矿“三化”升级
改造取得显著成效，建成全省第一个民营
煤矿智能采煤工作面；全省第一个智能掘
进工作面；第一个国家级智能化煤矿示范
项目通过验收；2022年，新田煤矿、青龙煤
矿实现井上下5G应用。全市煤矿机采率
达100%，辅助系统智能化覆盖率达100%，
基本实现“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目
标。全市煤矿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安全效益显著提升。

此外，毕节立足于以煤为主的资源优
势，坚持推进煤炭产业做优做强做大，大力
开展煤炭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坚决淘汰
落后产能，持续优化产能结构，提升科技装
备水平，优质煤炭产能得到有效释放，煤炭
供给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在黔西储能电站，一排排大型储电电
池整齐摆放，蔚为壮观。毕节市能源局信
息显示，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规划装机
容量100兆瓦/200兆瓦时，分为30套3.354
兆瓦/6.708兆瓦时储能单元，将于今年11
月30日全容量并网。届时能提高供电质
量和电网运行安全性，在城市用电高峰时
进行放电，在用电低谷时进行储电，有效解
决供电压力，提高电能质量，实现保供电收
放自如。展望毕节煤电产业发展脉络，这
一措施将实现电力产业清洁高效发展，大
力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逐步构建毕节
特色煤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加强创新驱动 推动产业升级

毕节致力于加快推动煤炭资源由“燃

料型”向“原料型”转变，产品由“一般加工”
向“高端制造”转变，不断提升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水平。

在黔西化工园区的贵州黔希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煤炭没有被投进火红的煤炉，而
是经过精深加工装置，制成乙二醇、碳酸二
甲酯、碳酸甲乙酯等高附加值产品。

“煤炭经过加压气化，碳转化率能达到
99%以上，每年可节约 7299.75 吨标准煤，
生产效能显著。”黔希化工有关负责人介
绍，企业现有优等品乙二醇年产能30万吨
及蒸汽等副产，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煤
制乙二醇生产基地。

丰富的煤炭工业底蕴，加之众多新兴
能源项目入驻带来的联动优势，使黔西化
工园区“磁吸”上下游企业入驻，做强拉长
产业链。

“我们一边与黔希化工耦合，消耗其生
产中富余的6万吨蒸汽；一边与园区企业
生产的新材料形成直接上下游关系，利用
碳酸二甲酯作为主原料，可年产6万吨锂
离子电池电解液的溶剂——碳酸甲乙酯。”
贵州锂想时代新能源材料有关负责人说，
在落户投产前，便已看中黔西市化工园区
内的产业链配套。

金沙县引进的贵州皇冠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用电厂废渣生产石膏板，年产值2.2
亿元。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
纸面石膏板重量轻强度高，很受欢迎，每年
可以消化30万吨废渣，黔北电厂已有一半
废渣被他们“消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毕节高新区抓住
产业发展机会，不断发展新能源电池及材
料产业，以打造百亿级锂电池产业集群为
目标，不断完善锂电池产业链，推动一批延
链、补链、强链锂电产业项目落地，加速形
成锂电池产业集群，开启锂电产业发展的

新篇章。
近日，毕节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该市将抓牢抓实新型工
业化这个关键任务，持续推进工业经济
稳定增长，以“六大产业基地”建设为牵
引，加快构建具有毕节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持续推进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
合、电力产业多元发展，加快建设黔西、
织金化工园区，高效服务、强力推动织金
磷煤化工一体化等重大项目落地，全力
建设新型能源综合基地和全国重要的资
源精深加工基地。

不仅如此，未来毕节市将大力提升高
新产业在工业产值中的占比，培育壮大装
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型建材、健康医药、
大数据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全力做大金
沙回沙、金沙古酒、毕节大曲等白酒品牌，
推动优质烟酒等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建设
国家现代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能源绿色转型 澎湃发展动能

毕节市立足自身实际，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产业集群。过去五年，在威宁、赫章、
纳雍、织金、金沙等县，在一座座高山之巅，
一个个风车迎风舞动，一块块光伏板吸光
生电，狂风与烈日成就了毕节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

在开发绿色能源，走低碳环保可持续
发展之路上，毕节威宁“驭风”而行。从
2011年首个风能发电站落地，到新能源产
业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如今诸多企业入驻长通威
宁新能源产业园区，产业生态不断“建圈”，
重点产业持续“强链”，园区在满产状态下，
可实现产值115亿元。光伏组件、逆变器、
支架等新能源相关产品的本土化生产，有

效拉动当地物流、光伏玻璃等上下游产业
的协同发展。

织金、黔西、大方交界处的支嘎阿鲁湖
气势恢宏、风光秀丽。这里的洪家渡水电
站，曾经见证了“西部大开发”拉开帷幕。
20 多年过去了，这里湖光山色绚丽依旧，
只是村村寨寨换了新颜，山间鳞次栉比的
蓝色光伏板与万顷碧波交相辉映。

扛起“能源革命”大旗，因地制宜打好
“清洁能源牌”，近年来毕节清洁能源产业
集群不断发展壮大，水利工程、光伏发电、
风能发电等“绿色产业”方兴未艾。大风车
迎风舞动，光伏板吸光生电，清洁能源开发

“风生水起”，奏响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
范区的奋进强音。

从过去“一煤独大”，到煤化工、风电光
伏等新兴产业呈“遍地开花”之势，新旧“动
能”转换之间，毕节正顺应新发展理念，走
出一条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路。

以毕节为例，建设富有贵州特色、在国
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富矿精开”既是最大优势，更是关键
一招。奋力做好“富矿精开”这篇大文章，
需要把精确探矿、精准配矿、精细开矿、精
深用矿落实到一个个产业和项目上。以最
少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安全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3年贵州资源精深加工捷报频传：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步步登高；磷化
工、煤化工、磷煤化工一体化等一批重大项
目压茬推进；铝产业稳定发展、锰加工产业
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磷矿资源集中采购
供给平台创新建设；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
料研发生产有序有力……

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将
围绕现代能源产业、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
先进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和领域，全力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站在新起点，贵州找准
发展着力点，明确以“富矿精开”为关键抓
手闯新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比
较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用好“贵地宝藏”，
释放黔矿价值。

本报讯 3月
4 日，南方电网
服务的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
海南五省区新能
源单日发电量创
历史新高，达到
10.4 亿千瓦时，
占当天区域内总
发电量的25.7%，
相当于 4 度电中
就有一度来自新
能源。

受新能源大
规模接入、天气
等因素影响，近
期南方区域新能
源发电量及占比
屡创新高。3 月
4 日，受强盛暖
湿气流影响，南
方区域风电发电
量创新高，达到
7.1 亿 千 瓦 时 ，
较 历 史 最 高 增
长 9.4%，光伏发
电量达 2.6 亿千
瓦时，生物质发
电量达 0.7 亿千
瓦时。

2023 年 以
来，南方区域新
能源加速投产，
全年新增新能源
装 机 规 模 4857
万千瓦，全年发
电 量 1961 亿 千
瓦时，新能源利用率达到99.79%，
基本实现全额消纳。2024年，南方
区域新能源装机规模维持高速增
长，南方电网服务的南方五省区新
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3671万千瓦，
占总装机比例达到 30%。今年春
节期间，广东新能源发电最大出力
超过2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6%，2
月12日新能源发电占比超过60%，
创历史新高。

南方电网公司电力调度控制
中心副总经理黄河表示，近年来，
南方电网公司以数字化、绿色化协
同发展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着力将数字电网打
造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
载体，目前已建成新能源调度运行
管理平台，实现南方五省区新能源
运行情况的监视分析全覆盖，新能
源可观、可测、可控水平显著提
升。同时，南方电网公司利用自身
资源及平台优势，优化风、光、水、
火多能互补，调动五省区间互济能
力，充分发挥新型储能、抽水蓄能
等调节手段，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
消纳利用。

南方电网公司表示，力争到
2025 年，建成初步具备“清洁低
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
同、灵活智能”基本特征的新型电
力系统。 （黄勇华 刘显茁）

以毕节为例以毕节为例，，看贵州看贵州““富矿精开富矿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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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在浙江省温州市
乐清湾浅海滩涂上，建设者们
正在安装光伏设备。

该“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占海涂面积2900多亩，将
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相结合，
上可发电、下能养鱼，项目建
成后年均发电量约32585万千
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 26.98
万吨。 视觉中国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渔业光伏相结合渔业光伏相结合 环保经济双丰收环保经济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