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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 日 ，
由南网超高压公司、
南网数字集团共同
完成的“特高压柔性
直流工程数字孪生
系统建设关键技术
及应用”科技成果顺
利通过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协会组织的
鉴定，并认为该成果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据了解，该成果
聚焦“基建数字化赋
能生产智能化”业务
应用迫切需要，立足
打通特高压物理工
程与数字工程衔接
的“最后一公里”，依
托南方电网公司“云
管边端”统一技术架
构，研发了基于数字
孪生的高精度数字
输电线路和数字换
流站构建关键技术，
直接支撑了世界首
个特高压柔性直流
工 程—— 昆 柳 龙 直
流工程数字孪生系
统建设，建成全国首
个厘米级高精度、部
件级颗粒度、运行监测实时贯通的特
高压数字孪生工程，为南方电网公司
主网架数字化与“数字南网”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该课题牵头人陈志辉介绍，该成
果不仅形成了南方电网特高压工程
数字孪生电网建设标准和规范，还实
现了多方面的创新。在行业内首次
实现了特高压工程实时、动态、鲜活
的数字孪生电网构建，形成了“物理
工程+数字工程”同步建设、同步移
交、同步应用的示范；二是构建了南
方电网首个统一三维数字化可扩展
模型，支撑后续输变电智能生产业
务的深度拓展应用。首次结合超高
精度点云提取生产运行分析全链条
数据，支撑弧垂及交叉跨越校核、树
障计算、山火预警分析等智能化输
电场景应用；三是首次实现了换流
站“指哪看哪”智能巡视、北斗终端实
时安全距离预警、关键设备零件级可
拆解模型可视化培训等智能化业务
场景应用，具备支撑“智能生产”在行
业推广应用的条件，为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坚强可靠的数字化主网架”提
供示范。

“依托该成果形成的先进的数字
技术手段，已成功应用于南方电网公
司输电线路数字化通道建设、输变配
生产运行支持系统等项目建设中，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广阔
的推广及应用前景。”该课题技术负责
人雷伟刚说。 （莫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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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流，斗转星移。十年前的 5 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汽车集团考察
时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
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为中国汽车
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回望过往，中国新能源汽车奋楫笃
行、持续向上、不负使命，以骄人的业绩开
创了日新月异、精彩非凡的十年；以领先
的创新能力和成果，成就了厚积薄发、脱
颖而出的十年；以独具中国特色的差异化
优势，因地制宜开辟了中国汽车产业实现
由大到强转型升级的道路。经过十年的
努力和积累，如今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不仅
成为支撑和带动中国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的主力军，更以引领之势成为全球汽车产

业百年大变局中的弄潮儿。
十年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持

续扩大，中国已成为响当当的全球新能源
汽车大国。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9
年位居全球第一。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
多技术领先、产品质量过硬的中国新能源
汽车驶向全球，深受各国消费者青睐。中
国新能源汽车正以更加稳健、自信、从容
的姿态，驶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数据显
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万
辆，同比增长 77.6%；今年一季度，新能源
汽车出口 30.7 万辆，同比增长 23.8%。中
国新能源汽车以出色的出口表现，正成为

中国汽车疾驰在全球化道路上的“顶梁
柱”和叫响全球的外贸“新三样”之一。优
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不仅丰富了全球供
给，也成为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的“生力军”。

十年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以难以复
制的创新效率，势不可挡地成为先进产
能和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产业。从产品
到品牌，从核心技术到配套服务，从本土
产业链到全球供应链，中国新能源汽车
凭借持之以恒的开放与创新，实现了自
主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围绕电动
化、智能网联等领域的自主研发技术和
成果渐露锋芒，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大变
革中实现了局部引领。与此同时，中国

新能源汽车在快速发展中，着力构建有
益于本土和全球的安全、绿色、低碳、高
度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向全
球贡献着越来越多行之有效的“中国方
案”和“中国智慧”。

十年奋进玉汝于成，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强势崛起，为建设汽车强国奠定了坚实
基础。汽车强国建设并非一朝一夕，面向
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将继续深度参与全
球化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链，以更全面的实力，持续提升全球
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
力、市场竞争力，在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
联深度跨界融合的智电时代，全力以赴，
为建设汽车强国再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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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生
态示范园里，一朵朵白色的苹果花在微风
中摇曳，一些枝头上已经露出颗颗青色小
果。果树下方，一排排现代化滴灌管道精
准连接着每一棵果树。

“这是果园配套的高效节水智能水肥
一体化现代滴灌系统，我们为果园配套建
设了专用变压器，保障供电稳定，通上动
力电，果园的灌溉施肥效率大幅提高。”国
网延安安塞区供电公司高桥供电所员工
刘清光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绍，再过几
个月，果园的枝头上将挂满一颗颗红润饱
满的苹果。

2022 年 10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考察时强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
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能源电力保供，正是老乡们生活火红
起来的保障。

在陕西果业集团安塞有限公司 3 号
冷库前，刘清光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我们结合南沟村苹果种植、储藏、加工、
销售一体化发展需求，建设及改造 35 千
伏龙高线、马桥线。同时，为苹果冷库安
装 1 台 160 千伏安配电变压器，新建改造
了 10 千伏线路 2.6 千米、0.4 千伏线路 300
米，助力传统种植向智能工厂转型，赋能
乡村振兴。”

2023 年，南沟村苹果销售收入 1620 万
元，纯收入 1080 万元，全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15 万元，其中苹果收入占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60%。像南沟村这样电力赋能
乡村振兴的故事，正在三秦大地的各个角

落上演……
陕南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

云雾缭绕的凤凰茶山苍翠欲滴。老县镇
供电所员工在茶园里仔细检查供电线路
和智能喷灌控制器等用电设备，为接下来
的夏茶生长季做好抗旱灌溉和夏茶生产
准备。

近年来，蒋家坪村大力推广茶叶滴灌
技术，茶园里的电气化、智能化设备越来
越多。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精准实施配
电网建设，助力蒋家坪村茶旅产业。截至
2023 年年底，先后新建与改造高、低压线
路 12.6 千米，增容改造和新建 4 台 560 千伏
安变压器，全面保障山顶灌溉和山脚制茶
的电力需求，全力护航茶旅产业发展。

“我们和老乡一起上茶山、进茶厂，深
入茶企开展用电检查，全面掌握生产用电
情况，为电力兴农护航。”国网平利县供电
公司老县供电所所长程浩告诉《中国能源
报》记者，“公司还与老县镇创新合作模
式，采取‘电网主动、政企联动’方式，签订
电力便民服务点，将供电服务网格融入基
层网格，提升诉求响应速度。”

2023 年，国网陕西电力深化农网巩固
提升工程，持续提升农村电网供电质量，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提升至 99.87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践行“双满意”工作
导向，陕西电力能源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的山梁沟
峁间，蓝色的光伏板鳞次栉比，熠熠生辉，
与果园、林地、梯田的盎然绿色交相辉应，
共同勾勒出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好图景。

2021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榆林考察时来到高西沟村，指出“高西
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
们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
发展农村事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
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
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之路”。

保护生态，夯实发展的绿色底色，离
不开清洁能源的“加持”。自 2022 年开始，
高西沟村积极发展光伏发电，将清洁能源
与生态治理、特色产业有机结合，培育乡
村经济增长新动能。

“那是我们的集雨场，用的就是太阳
能光伏板发电提供的动能。”高西沟村支
部书记姜良彪指着远处山头的一片光伏
板介绍，“在旱作业区，采用沟道坝蓄水、
太阳能光伏发电提水、软体水窖高位储
水、膜下滴灌补水的‘四位一体’集雨补灌
技术，实现秋雨春用，丰雨旱用。”

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为高西沟的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双翼。

2022 年 12 月 ，高 西 沟 一 期 700 千 瓦
地面光伏并网发电，截至今年 3 月，发电
量达 114.39 万千瓦时；2023 年 11 月，高西
沟二期 734.14 千瓦屋顶光伏并网发电，截
至今年 3 月底，发电量 10.21 万千瓦时；今
年 3 月，高西沟三期 120 千瓦光伏成功并
网发电，并配套储能和充电桩设施……

“结合高西沟村用电和光伏电站建设需
求，我们对村里电网建设进行充分调研，
新建 10 千伏线路 0.23 千米，新装配电变
压器 3 台，总容量 600 千伏安，建设、改造
0.4 千伏线路 7.68 千米，户均容量 3 千伏
安 ，确保光伏电站能够 按 时 并 网 ，发 电
量能全额消纳。”国网米脂县供电公司高
渠供电所所长李自然告诉《中国能源报》
记者。

能源守护万家灯火，也守护秦岭青绿。

地处秦岭南麓的商洛市镇安县，镇安
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被葱郁的群山环
绕，下水库位于山谷之中，四周山高百米，
有山、有水、有落差，自然条件优越。这座
电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个开工建设的抽
蓄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 140 万千瓦，设
计年发电量 23.4 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
31.21 亿千瓦时，预计 2024 年底全面建成
投运后，年均节约标煤约 11.7 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 30.5 万吨。当前，镇安县正聚
力打造全国最大抽水蓄能产业集群示范
区，已规划建设 5 座抽水蓄能电站，规划
总装机容量 720 万千瓦，总投资 515.51 亿
元，预计全县清洁能源产业产值 100 亿元
以上。

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强调，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秦岭矿山整治工作，亦凸显能
源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截至
2023 年 10 月，秦岭区域共有历史遗留矿
山面积 1646 公顷，已完成和正在实施治
理 681 公顷。今年 4 月，陕西开展秦岭区
域矿山联合整治 3 年行动，计划使全省
秦岭区域矿山数量整体减少 20%，大中型
矿山占比超过 50%，持证在产的大中型矿
山 30% 以上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全面
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绩效治理面积的修复，
秦岭区域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全面清零。
越来越多的“陕西绿”逐渐呈现在世人面
前，秦岭正在讲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故事，也印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
实现。

秦岭之变，是陕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缩
影，也是陕西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全
力促进能源稳产增产，全力保障能源安
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延链补链强
链，全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
能源产业体系，能源故事一定会在三秦大
地上留下更加绚丽的篇章。

公平竞争是全球光伏产业发展基石
5月 8日，中国光伏企业隆基绿能研发的

背接触晶硅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达到27.3%，刷新单结晶硅光伏电池转换效率
世界纪录。中国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
升、续航里程不断突破，新技术路线不断涌
现，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海外市场广
受好评，美誉度持续提升。4 月，中国新能源
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26.8%。

中国新能源产品“能打”，是基于遍布生
产制造各环节的强大且完整的制造体系，大
大降低了成本，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最具经济
性的选择。新能源汽车行业从动力电池到零
部件，再到整车制造商，光伏行业从硅料、硅
片、电池片、组件，以及各种辅材，中国企业竞
争力全面领先。

“商品定价都是考虑了当地市场的情况，何
谈是因为过剩了才卖得便宜，在中国卖得更便
宜呢！产业链全、规模大，价格肯定实惠。真的
过剩了，哪里还有需求，哪里还有市场，工厂就
不用运转了。”中国新能源企业高管的语言质朴
无华，但句句在理。

在“中国产能过剩论”中，低价就是“罪证”。
这恰恰证明了该论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竞
争，何谈进步和发展。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
就是市场开放竞争的结果。中国新能源企业的
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中打拼出来的。公平的
竞争是有益的，是被全世界认可的。

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需要竞争，全球新
能源行业发展需要竞争。世界贸易组织在国
际贸易基本规则中提出国民待遇，即成员国
应将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在关税和其他贸易
措施方面给予同等待遇，不得对本国产品提
供优惠待遇。这一原则旨在确保国际贸易的
公平性和公正性，避免对进口产品产生歧视。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近日表示，美对华贸
易战打了6年，结果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2000亿美元，物价上
涨加剧通货膨胀，到头来埋单的是美国消费者，吃亏的是美国
企业，冲击的是国际经贸秩序。

面对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只有开放汇聚合作力量、共享
发展机遇，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咨询专家吕锦标总结，
First Solar 薄膜光伏组件成本折合约 2 元/瓦，是
中国产晶体硅光伏组件的两倍。其之所以可以
服务美国市场，不是因为其产品有竞争优势，而
是一方面获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另一方面
利用关税阻止中国光伏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与其
竞争。资本市场由此看到美国企业相较于中国
企业的“竞争力”，“如果美国政府无法持续补贴，
或美国市场无法接受过高的价格，资本市场就会
用脚投票。”

保护落后产能无视气候合作

彭博社指出，市值变化只是衡量企业价值的一
个方面。从其他维度来看，特别是“能否生产足够
的清洁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至关重要的指
标，First Solar要赶上中国企业仍有一段路要走。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光伏产业链最完整、
竞争力强、规模最大、技术领先、光伏装机量第一
的光伏强国，并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刘译
阳摆出了一组直观数据，从产能规模来看，中国在
光伏各主要环节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超过 80%，生
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多晶硅、约 98% 的硅片、90%
以上的光伏电池，和 80% 以上的组件。从技术角
度来看，2014 年至今，我国企业、研究机构共打破
光伏电池片实验室效率世界纪录 62 次。截至目
前，电池类型涵盖晶硅、薄膜、钙钛矿，技术创新多
元态势明显。

国际能源署在 5 月发布的《先进清洁技术制
造》报告中指出，2023 年，中国太阳能制造领域投
资增长尤为迅猛，中国企业产能布局领先。同时，
中国也是光伏产品制造成本最低的地区。

公开信息显示，First Solar 产能仅约 12 吉瓦，
其新一代 Series7 组件转换效率为 19.7%，售价为
0.3 美元/瓦至 0.33 美元/瓦。而中国产 n 型晶硅组

件在美国的平均售价约 0.25 美元/瓦至 0.28 美元/
瓦，转换效率超 23%。

刘译阳直言：“从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First Solar 产品价格不仅高于中国产晶硅组件，转
换率也无竞争力，美国利用关税等贸易壁垒保护
的其实是落后产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此也有所察
觉。据其报道，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新的关税
政策不会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伤害，但仍遭到了美
国经济学者质疑。国际投资机构高盛近日告诉客
户，特朗普任期内对中国企业加征的关税显然提
高了价格，这“几乎完全由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
而不是中国出口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奥
布斯特菲尔德同样驳斥了美国政府的说法：“更高
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加的是美国人的税，而不是
外国人的税。美国政府提出的新关税将加剧该国
通货膨胀。”

在上述背景下，国际能源署认为，未来美国产
能不足问题将进一步凸显。美国现有本土光伏制
造产能无法满足达成气候目标所需。

吕锦标指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旨在推动
本土制造业复苏，封锁中国光伏产品是配套政策。
但美国本土产能还远未形成，目前其体量无法满
足装机需求。对进口组件的限制，可能影响美国
装机需求。新一轮“双反”调查等政策会因本土产
品供应不足而影响各州投资，在实现能源转型方
面难以支撑美国作出的承诺。

中国企业凭实力贡献绿色力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
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马雪指出，拜登政府对华关税
审查了三年，直到临近 2024 年美国大选才推出审
查结果并提高关税，这无疑有其为大选造势、动

员、拉票的政治意图。但此举又非简单的选举作
秀，进一步打压中国新兴产业，在绿色能源领域抑
制中国的目的尤为明显。

“美国政府不仅针对不同产品的征税幅度不
同，对征税的起止时间也做了明确规定，旨在根
据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中国的市场实
力，以拖住中国先进技术的发展空间和速度。”马
雪说。

在吕锦标看来，与全球光伏市场竞争力相比，
中国企业在技术水平、规模优势、产业链配套等综
合实力上遥遥领先。但在政府干预下的美国市
场，中国企业难以施展，只能在美国之外的市场公
平竞争，保持全球供应链主导地位，弥补全球新能
源供需缺口，助力全球节能减排降碳。

“《通胀削减法案》被美国政客过分地政治化，
变得更像是对中国崛起的不合理担忧和不公平遏
制。这种保护主义行为破坏了自由贸易原则，明
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这些短视
和自私的行为，说明其未能合理认识到中国对绿
色能源转型的贡献，也体现其在气候紧急状态下
缺乏大国担当。”刘译阳进一步说：“中国支持企业
中试和产业化，促进全球光伏产业技术发展。而
美方的《通胀削减法案》及其实施细则，则会扭曲
公平竞争，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面对这些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和竞争手段，刘译
阳提出，从国内角度来看，应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
升产品技术和质量，加强行业引导和自律，保障国
内光伏制造业和应用市场稳定增长；国际上，应加
强与国际绿色标准的对接和互认，同时拓展在新兴
市场的机遇，积极主动了解和应对政策变化。

刘译阳强调：“仅靠这些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手段不能改变市场格局。美国企业不会对中国
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产生威胁。中国光
伏行业将一如既往地迎难而上，为全球能源转型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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