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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车展脉动蓬勃
世界相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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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画廊涌“新”潮
■本报记者 朱学蕊

下转 8 版

山海画廊，人间福地。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推动了

福建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一系列
极具前瞻性、开创新、战略性的实践探索和理念创
新。这些重大实践和重要理念，不断转化为发展的
累累硕果，造福八闽人民。

对“第二故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情眷恋、高
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了
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 ”的新福建蓝
图；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赋予福建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超越的重大使命；嘱托福建在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厚望如山，嘱托殷殷。
十年来，福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科
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改革之路越走越宽，百姓生活
更加富足，数字福建走在全国数字化发展前列……

绿色赋能，“新”潮涌动。
十年来，福建立足区域和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清

洁能源，动力电池、新型储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壮
大，能源产业数字化建设成效凸显，强劲支撑福建
经济强省、生态强省、数字应用第一省阔步向前。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活优富美”新福建十
周年之际，《中国能源报》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走进福建各地的能源企业，聆听重大项目、新产业
和数字化建设一线的创新创业故事，感受海洋经济、
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的新动
能、新活力。

13.6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逾 3700 公里海岸线，

作为海洋大省，福建“渔、港、景、能”资源丰富，发展海
洋经济潜力巨大。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以前瞻眼光谋篇江
海，率先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1994 年，福
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在全国沿海城市中率先吹响“向海进军”、推动海洋
经济发展的号角。

向海图强，御风而起。近年来，福州抢抓“双碳”
目标契机，立足海上风能资源优势，将海上风电打造
为福建“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高质量构建现代海
洋产业体系的新引擎。

据福建省发改委介绍，“十四五”以来，福建以福
州江阴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为基础，配合全省风电资
源开发，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不断壮大，形成风机以及
主要零配件的全产业链生产格局，全省海上风电装备
产业集群年产值 100亿元。

福州福清，我国首个全产业链海上风电产业园——
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近年频频上新“大风机”，先
后下线 13 兆瓦、13.6 兆瓦、16 兆瓦、18 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不断刷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新纪录，为全球海上风电发展树立全新标杆。

全球风电整机龙头——金风科技位于三峡海上风
电国际产业园的装备制造基地，于 2022 年 11 月研制下
线全球首台 16 兆瓦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这台机组
2023年6月在福建平潭外海三峡风电场完成吊装，12月
21 日创造了单机单日发电 38.72 万千万时的全球最高
纪录，实现中国风电装备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说起“大风机”，金风科技相关负责人话语中带着自豪。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

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我们国家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靠创新，一味跟跑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快科技自

立自强步伐。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积极

鼓励支持创新。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持谁。

要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新发展格局，更好发挥信息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

图为在福建平潭外海三峡海上风电场，“白鹤滩”号风机安装作业平台进行 16兆瓦海上风机单叶片吊装。金风科技/供图

本报讯 4 月 24 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草案）》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草案）》。受国
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临，
工信部副部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张克俭 4 月 23 日分别对能源法草案、
原子能法草案作了说明。

能源法草案共 9 章 69 条，主要规
定以下内容：坚持党的领导，健全能源
规划体系，完善能源开发利用制度，
加强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健全能源储
备体系和应急制度，加强能源科技创
新，强化监督管理，明确法律责任。

能源法草案完善能源开发利用制
度，从六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明确
能源结构调整方向。支持优先开发可
再生能源，合理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
化石能源，有序推动非化石能源替代
化石能源、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
二是明确能源开发利用政策。分别对
可再生能源、水电、核电、煤炭、石油、
天然气等开发利用的基本政策取向
作了规定。三是促进能源清洁高效
和集约节约利用。提高终端能源消
费清洁化、高效化、智能化水平，建立
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要求能源用
户合理使用能源，政府有关部门加强
能源需求侧管理。四是保障基本能源
供应服务。要求电力、燃气、热力等能
源供应企业保障用户获得安全、持续、
可靠的能源供应服务。五是加强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加强对跨省域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要求能源
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提高运行安全
水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危害
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的活动。六是促进
农村能源发展。鼓励和扶持农村的能
源发展，统筹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地区发生临时
性能源供应短缺时，优先保障农村生
活用能和农业生产用能。

为加快建立主体多元、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有效监管的能源市场体系，
能源法草案规定，国家推动能源领域
自然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实行分
开经营；协调推动全国统一的能源交
易市场建设；要求能源输送管网设施
向符合条件的主体公平、无歧视开放；
鼓励能源领域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产业链全链条协同推进；推动建立主
要由市场因素决定的能源价格形成
机制，完善能源价格调控制度；促进
能源领域国际投资和贸易合作。

原子能法草案共 8 章 53 条。对推
动原子能研发和利用，草案作了相应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原子能研究、开
发和利用活动，在科学技术奖励、产业
发展、财政、税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
持；明确原子能研发的总体要求，规
定国家加强原子能科学研究与技术
开发，强化基础研究，探索前沿技术，
促进原子能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明确国家加强原子能科研条件保障
能力建设，制定并实施原子能科学研
究与技术开发专项规划，加强原子能
领域科学技术规划计划的衔接；突出
原子能利用，支持在工业、农业等领域
和平利用原子能，规范和促进核反应
堆应用和核技术应用，坚持积极安全
有序发展核电。     （张璁 魏哲哲）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中电联 4 月 24
日发布的《2024 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
势分析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3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增速与 2023
年四季度基本持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报告》指出，1—2 月、3 月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 11.0% 和 7.4%。2 月气温
明显偏低、闰年因素、上年同期基数较低，
是前两个月电力消费实现两位数增长的
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一季度，第一产业用电量
28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延续近年
来的快速增长势头；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长
较快，用电量约 1.5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8.0%，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4.4%，
制造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
速领先；第三产业用电量延续快速增长势

头 ，用 电 量 4235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4.3%，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8.1%；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794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2.0%，增速比 2023 年一季度、四季度
均有大幅提升。

从生产供应方面看，截至今年 3 月底，
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9 亿千瓦，同
比增长 14.5%；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达到 54.8%。从分类型
投资、发电装机增速及结构变化等情况
看，电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报告》显示，一季度，全国重点调查
企业电力完成投资合计 2131 亿元，同比增
长 10.1%；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快速增长，新
增装机占总新增装机比重达九成，全国新
增发电装机容量 6943 万千瓦，同比多投产
1342 万千瓦，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 6376 万千瓦；火电、水电发电设备

利用小时同比也有所提高。
在太阳能发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快

速发展带动下，《报告》预计，今年全年全
国新增发电装机将再次突破 3 亿千瓦，
新增规模与 2023 年基本相当。今年底，
全 国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预 计 达 到 32.5 亿 千
瓦，同比增长 12% 左右。火电 14.6 亿千
瓦，其中煤电 12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比
重降至 37%。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
18.6 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上升至 57%
左右；其中，并网风电 5.3 亿千瓦、并网太
阳能发电 7.8 亿千瓦左右。并网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合计装机容量预计将在今年二
季度至三季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今年底
达到 13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比重上升
至 40% 左右，部分地区新能源消纳压力
凸显、利用率将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同时预测，综

合考虑电力消费需求增长、电源投产等情
况，根据不同预测方法对全社会用电量的
预测结果，在气候正常情况下预计今年最
高用电负荷比 2023 年增加 1 亿千瓦，全
社会用电量约 9.8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左右，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形
势总体紧平衡。

从供应方面，新增发电装机保持快速
增长，电力供应能力继续提升，为保障电
力稳定供应提供了基本支撑。但风、光资
源以及来水存在不确定性，常规电源增加
规模小于用电负荷增加规模，均增加了电
力生产供应的潜在风险。需求方面，夏季
我国降温用电负荷占比在三成左右，部分
地区超过四成，夏季气温已成为影响用电
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宏观经济增长、外
贸出口形势等方面也给电力消费增长带
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今年全社会用电量或同比增长今年全社会用电量或同比增长66%%左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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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储能
技术迭代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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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展大秀，
国产新能源汽车已成“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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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赋能海洋经济

将海上风电打造为福建“十四五”海洋强省建

设、高质量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新引擎

能源法草案、原子能法
草案首次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