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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公司近日透露，今年 1-4 月，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以下简称“五省
区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5003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1.4%，增速高于全国 2.4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
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9.6%、10.3%、15% 和 11.6%。

“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区域经济‘稳’的基础持续巩
固，‘进’的动能更加强劲。”南网能源院电力规划
中心项目经理董楠表示。

生产动力十足——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4.4%

电力消费增长背后，是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看量的增长。1—4 月，五省区工业支撑作用
进一步增强，用电量3012亿千瓦时，占五省区全社

会用电量60.2%，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看质的提升。1—4 月，五省区高技术及装备

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4.4%。其中，在以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一季度每度
电产值为 17.35 元，领跑五省区。

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事高分子辐射改性新材
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
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
品市场销量大增。1—4 月，该公司用电量同比增
长 11.4%。由于生产规模扩张，不久前，该公司通
过“产业组团、跨市办电”业务，完成惠州生产基
地的办电项目。

在西部，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
制全球首款混合动力电驱无级变速动力总成，实
现国产电驱无级变速“从 0 到 1”的突破。1—4
月，该公司玉柴发动机销售呈两位数增长，用电
量同比增长达 26.2%。

“还需要看到，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代表的‘三新’经济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成
为五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楠介
绍，1—4 月，五省区“三新”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超四成。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消费类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5%

今年以来，文旅消费市场持续高涨，成为拉
动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以海南为例，1—4 月，海南省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16.1%，增速居于全国第二。其中，第三
产业用电量对当地用电量贡献率超四成。

海南服务消费用电上扬，是五省区消费市场
持续恢复的缩影。1—4 月，五省区现代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均呈两位数增长，
其中生活性服务业增速最高，达 18.7%；消费类行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5%。

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带动下，五省区
服务消费用电量亮点纷呈。

在广东，“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文旅与乡
村产业成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与特
色文旅相关的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 24.8%；在云南和广西，绿色出行成新风
尚，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77% 和
63%；在贵州，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
快 建 设 ，互 联 网 数 据 服 务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48.6%；在海南，旅游餐饮业增势良好，带动八大
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用
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1.4% 和 27.3%。

外贸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出口外向型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5.2%

走进广东清远万邦（清新）鞋业有限公司，制
鞋机器人、智能画线机、自动压标机等自动化、智
能化设备有条不紊运行。凭借先进的工艺水平，
这家专业生产品牌运动鞋的外资企业在业内积
攒了良好口碑，产品远销海外。

数据显示 ，1—4 月 ，该公司订单同比增长
20%，用电量同比增加 37.6%。“目前我们外贸订
单已经排到 8 月份。”公司总经理傅瑛玲介绍，

“为应对激增的订单需求，我们还将引进新设
备、增设生产线，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了企业“出海”的底气。
透过电力数据这扇窗户，可以看见五省区外贸向
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华南地区
超大型船舶首选港，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月
用电量同比增长 14.6%，电力消费增速攀升反映
港口忙、贸易旺。

1—4 月，五省区出口外向型行业用电增速达
15.2%，较去年同期提升 10.9 个百分点。其中，广
东 3315 家出口型抽样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7%，
印证广东外贸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董楠分析认为，工业生产加快增长，服务消
费潜力释放，外贸新动能活力澎湃，将拉动五省
区今年二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延续稳健增长势头。

前前44月南方五月南方五省区用电量省区用电量
同比同比增长增长1111..44%%

用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

国家矿山安监局等七部门日前发布的
《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 促进矿
山 安 全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指 出 ，到 2026
年 ，全 国 煤 矿 智 能 化 产 能 占 比 不 低 于
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占比不低于 30%，
智能化工作面常态化运行率不低于 80%，
煤矿危险繁重岗位作业智能装备或机器
人替代率分别不低于 30%。

据煤炭工业协会统计，2023 年我国智
能化采掘工作面数量达 1600 个左右，煤炭
行业在 5G 应用、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
前沿技术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其中，露天
煤矿无人驾驶矿用卡车、120 吨级充电重
卡的投入运行，不仅大幅提升矿区的运输
效率，显著降低安全事故风险，也加速了露
天煤矿的绿色进程。

解决露天采矿多重难题

露天煤矿具有资源回收率高、安全条
件好、劳动效率高、生产规模大等优点。
近年来，对国内煤炭稳定供应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目前
我国共有露天煤矿约 360 处，产能 11.62
亿吨左右，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山西
等 11 个省区。我国露天煤矿数量少、能
力大，平均产能超 300 万吨，36 处千万吨
级大型露天煤矿产能约 7.24　亿吨左右，
占 2022 年全国煤炭总产能 62.3%。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矿核定生产能
力 3400 万吨/年。在该矿区内，《中国能源
报》记者看到，矿坑边坡呈台阶状逐级向
下，经过黄色土层和灰色岩石层，到达最底
部黑色的煤层，其间行驶和停放着高度超
5 米的矿用卡车，但在宽阔矿坑比对下显
得十分渺小。矿坑一侧岩石层的台阶上打
上了密集的孔洞用于填充炸药。爆破作为
矿山露天开采的常用手段，产生的大量剥
离物正需要利用矿卡运输。

有业内人士指出，加快研发应用无人
驾驶矿用卡车，是解决露天矿卡的安全和
司机流动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大量露
天矿使用的卡车载重吨位较小，为满足运
输需要，只能增加数量，有的特大型露天煤
矿高峰期坑内车辆 800 余台，运输车辆之
间相互影响、安全风险极大。同时，露天矿
卡也面临“招人难、留人难”问题。

逐渐进入常态运行

国家矿山安监局、应急管理部、国家发

改委等多部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快煤矿
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露天煤矿实现智能连续作业和无人化运
输。这要求露天矿山不仅要配备智能化设
备，还要做到常态化运行。

截至今年初，国家能源集团已在下属
8 个公司的 12 处露天煤矿开展卡车无人驾
驶项目，实现 163 台套无人驾驶卡车的常
态化运行，露天煤矿智能化建设水平持续
提升，累计转岗 1000 余人。

其中，准能集团利用高精度融合感
知、5G 网络等前沿技术对现有大型矿用

卡车和配套工程协同设备进行智能化改
造，实现大型矿用卡车的全天候自主装运
卸。截至今年 4 月，黑岱沟露天煤矿无人
驾驶已累计拉运 1281.4 小时，运输 1.1 万
车次，完成剥离量 110 万立方米，运输里
程达 4.2 万公里。

相比传统作业方式，无人驾驶可以更
稳定地应对复杂环境对运输作业的挑战。
踏歌智行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高
级副总裁周华生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
绍，2023 年 12 月，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准东
露天煤矿出现零下 35 摄氏度的极寒大雪

天气，该公司在准东露天煤矿的无人驾驶
运输车队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融合感知、
规划控制系统等多项技术，有效应对极端
天气的挑战。“在人工驾驶一度中断的情
况下，无人驾驶运输车队仍保证了 24 小
时稳定运行作业。”

绿色成为新趋势

无人驾驶不仅可以节省人工、后勤成
本，还可降低燃油、轮胎损耗。相关数据显
示，无人运输效率比传统人工运输提升
30%，无人驾驶可以使车辆维护费用降低
10%，轮胎磨损降低 25%，燃料成本下降
10% 以上。

据黑岱沟露天煤矿相关负责人介绍，
露天煤矿卡车耗油量大，以我国航天重工
生产的 HT3363 为例，该型号卡车油箱容
量超 5000 升，加满后可在该矿运行 24 小
时，而同样的油量足够让一辆家用轿车行
驶约 4 万公里。据了解，山西某特大型露
天煤矿卡车年耗油量高达 7 万吨，而且矿
卡排放尾气污染了矿区周边环境。

针对油耗和污染问题，多家企业探索
针对露天矿山的新能源车型。近期，易控
智驾和同力重工联合发布两款新能源无人
驾驶矿用车，国家能源集团、徐工集团、氢
通新能源三方签约开发全球首台套 240
吨氢能矿用刚性自卸车。周华生表示，踏
歌智行和临工重机共研了无人驾驶混动
刚性宽体车，其综合能耗相比同级别传统
燃油车辆可减少 30%，目前已在国内多个
智能化矿区投入使用。

但也有分析认为，我国新能源矿用卡
车仍处于产业化前期，受电池重量、循环寿
命、充电速度及电池性能的限制仍有待突
破，特别是续航和载重量有较高要求的大
型矿用卡车，其搭载的动力电池需要在实
现高电量、大功率、长寿命的同时控制重
量，以防止影响装载。

运行常态化  使用绿色化

无人驾驶矿卡加速露天煤矿绿色进程无人驾驶矿卡加速露天煤矿绿色进程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本报讯 记者渠沛然报道 日前，国家管网集团
联合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推出的天津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仓储服务竞价交易成功，经
过 9 轮出价，20 分钟内天津 LNG 接收站 6 万立方米

（液态）竞拍总量全部成交，标志着国内首例 LNG
接收站商业化罐容仓储服务正式落地。

LNG 接收站罐容仓储服务是国家管网集团为
满足托运商长期仓储或临时周转等不同仓储场
景 需 求 ，利 用 LNG 接 收 站 储 罐 设 施 向 托 运 商 提
供的可多次循环使用的仓储服务。

据悉，这种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天津 LNG 接收站
基础设施能力，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天然气存储解决
方案及配套服务，可满足客户灵活存取气需求，有
力提升客户应对天然气市场波动的能力。服务周
期内，客户拥有罐容使用权益及与之配套的外输能
力，同时不限周转次数，可通过“仓储服务+”形式，
灵活结合“LNG 船卸载”“站内交易”“一站通”“气液
通”“LNG 资源拼单服务”等不同的资源交付场景组
合服务，享受灵活化、差异化、定制化仓储服务。

山东来佰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天然气事业部
总监刘广彬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内天然气用气企
业需求逐渐多元化，国家管网集团已尝试推出多种
创新模式积极响应用户需求，成为有效提升运营负
荷和保证运营效率的有效手段。

“此次交易选择华北地区 LNG 接收站落地也有
考量。国家管网集团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公平开
放多年，基于对市场和用户的了解，可以更清楚地
掌握用户用气特点和习惯，会选择在用户多需求旺
的地区实施落地。比如用气需求有时间差的企业
在华北、华东华南分布较广，而华北地区用气峰谷
差较大，托运商可通过低买高卖进行价差交易。”刘

广彬说。
刘广彬表示，LNG 接收站商业化罐容仓储服

务，旨在提升空余能力的利用和二次增值。
当前，国家管网 LNG 接收站不参与上游资源

采购和下游市场销售，只向社会其他企业出售接收
站加工能力，做好公平开放。而三大石油公司等
其他企业的 LNG 接收站能够参与上游资源采购
和下游销售，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可将利润中
心变为销售企业，降低 LNG 接收站加工费价格，吸
引客户。

“因此，对比‘三桶油’等全产业链模式的 LNG 
接收站，国家管网集团积极探索多种服务方式，让
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和托运商，进入国家管网的产供
储销体系中，更好服务于用户，集中天然气资源，使
得全国一张网发挥更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说。

“该服务模式将进一步增加天然气资源储备及
季节调峰能力，对完善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 郭焦锋表示。

在郭焦锋看来，LNG 接收站仓储服务是一种安
全、环保、经济的选择，可以为托运商提供可靠的仓
储服务。“实际操作中，LNG 接收站仓储服务需要关
注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等因素，根据产品规模等因
素，制定合理的仓储计划，避免库存过多或过少。”

业内人士认为，交易双方更要关注仓储策略和
价格策略，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同时，应注重 LNG 接收站基本负荷保障与富余
能力结合，尽可能突出稳定加工与仓储服务的差
异化协议，加强对服务群体的履约管理，确保不出
现企业放弃使用已申请到的窗口期，以构建公平
竞争的外部环境。

国内首例国内首例LNGLNG接收站商业化接收站商业化
罐容仓储服务落地罐容仓储服务落地

图为国家管网集团天津LNG接收站。国家管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