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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王林 苏南 渠沛然 董梓童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既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新篇。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
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
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
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
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
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近年来，我国能源行业取得巨大成就：
2023 年，原油产量站稳 2 亿吨，连续 6 年保
持增长；天然气产量 2353 亿立方米，连续 7
年增产超 100 亿立方米；2023 年，全国全社
会用电量 922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
2023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37067 万
千瓦 ，同比增长 86.7%；截至 2024 年 3 月
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15.85 亿千
瓦，同比增长 26%。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决定》一共15
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
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必将对
能源行业未来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
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
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
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
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
活力。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
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 7 月 19 日举行的中共
中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要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资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推进
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
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电力体制改革（以下简称“电改”）让电
力市场焕发出新生机。电改，让电力资源
得到更合理配置，让电力服务更优质，让电
力价格更透明。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要求电改在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上持续推进。2002

年 12 月，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
案》，提出“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
竞价上网”。2015 年 3 月，《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新一轮电改”）公布，明确“管住中间、放开
两头”体制架构，并建立输配电价机制，计
划在售电侧引入竞争，建立相对独立的电
力交易机构。

新一轮电改至今已超 9 年，我国电力
市场初步形成多元竞争主体格局，推动
电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既保证了电力
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又激发了市场的活
力和创新能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
蓬勃发展，推动我国能源结构朝着多元
化和绿色化转型，电力系统作为推动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改革重任
依然在肩。

在电改的推动下，新能源入市消纳取
得积极进展。绿电绿证在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和能源消费绿色升级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2023 年，国家出台多项绿色电
力市场相关政策，绿证核发范围不断扩
大，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绿证核发全覆盖。
2023 年，国家电网经营区绿证交易规模快
速增长，绿证交易量达到 2364 万张，同比
增长约 15 倍。

在天津，6 月 5 日，国内首家省级绿电
绿证服务中心——天津市绿电绿证服务中
心揭牌。在天津市绿电绿证服务中心运营
保障组负责人畅雅迪看来：“绿电绿证服务
中心畅通了政府和企业的融合联动机制，
已为 36 家企业提供了绿电消费核算业务，
涉及绿电 7.17亿千瓦时。”

煤电低碳化改造施工图出炉煤电低碳化改造施工图出炉
■本报记者　赵琼 林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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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 布《煤 电 低 碳 化 改 造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4—2027 年）》（以 下 简 称《行 动 方
案》），明确提出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的主
要目标、建设要求和保障措施。据了解，
此次《行动方案》的出台，旨在统筹推进存
量煤电机组低碳化改造和新上煤电机组
低碳化建设，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新型能源体系。

向煤电低碳化改造要效果

“煤电低碳化改造不仅重要，而且时
间紧迫。”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首席专家
陈宗法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
强调。

数据显示，2023 年，煤电以不足 40%
的装机占比承担了全国 70% 的顶峰保供
任务，有力保障了我国民生用电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不过，2023 年，能源领域碳
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80% 以上，其中
电力碳排放在能源行业中的占比超过
50%，且绝大部分来源于煤电。

一直以来，我国积极实施煤电节能改
造，煤电机组碳排放水平逐步降低：“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前三年
全国平均供电煤耗分别下降 37.0 克/千瓦
时、17.6 克/千瓦时、9.9 克/千瓦时和 1.6
克/千瓦时。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煤电调峰的
深度和频度持续增加，煤电运行条件已经
发生深刻变化，亟需通过源端减碳、末端
固碳等技术方式进一步推动煤电低碳化
转型。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煤电将由主力电
源逐步转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

源。陈宗法也指出，煤电是近中期能源保
供的“顶梁柱”“压舱石”，是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主要调节电源”“应急备用电源”
和关键支撑力，也是减污降碳、实现“双
碳”目标的主要抓手。

“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实现‘双碳’
目标的大背景下，需进一步推动煤电低碳
化转型，进行专门部署，以取得实实在在
的效果。”陈宗法强调。

《行动方案》提出了煤电低碳化改造
建设工作的目标：到 2025 年，首批煤电低
碳化改造建设项目全部开工，转化应用一
批煤电低碳发电技术；相关项目度电碳排
放较 2023 年同类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
平降低 20% 左右，显著低于现役先进煤电
机组碳排放水平。到2027年，煤电低碳发
电技术路线进一步拓宽，建造和运行成本
显著下降；相关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
同类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平降低 50%
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针对《行动方案》的出台，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充分调
研、系统分析、深入论证的基础上，《行动
方案》提出了三种改造建设方式，并明确
了项目布局、机组条件、降碳效果三方面
改造建设要求。

三种改造建设方式分别为：生物质掺
烧，充分利用农林废弃物、沙生植物、能源
植物等生物质资源，实施煤电机组耦合生
物质发电；绿氨掺烧，利用风电、太阳能发
电等可再生能源富余电力，通过电解水制
绿氢并合成绿氨，实施燃煤机组掺烧绿氨
发电；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采用
化学法、吸附法、膜法等技术分离捕集燃

煤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高效驱
油、制备甲醇等资源化利用，或因地制宜
实施地质封存。

这三种改造建设方式适用场景也各
不相同。陈宗法告诉记者，《行动方案》相
应设定了实施条件与范围。比如，生物质
同燃煤锅炉掺烧技术，包括气化后混合燃
烧、间接混合燃烧和直接混合燃烧方式，
可实现 0%—100% 的混合掺烧量，但生物
质的大量稳定供应是个问题。从经济性
考量，除 CCUS，煤电机组造价基本不变，
性价比优于燃机；从技术视角分析，技术
挑战高，但并非高不可及。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
主任张琳介绍，“十三五”以来，我国在山
东十里泉、日照等地燃煤电厂实施生物质
直燃掺烧，有关技术已具备规模化示范的
基础；掺氨燃烧属于前沿发电技术，近年
来，我国在广东台山等地进行了工业级燃
煤机组掺氨燃烧试验，有关技术已经具备
规模化示范基础；而 CCUS 则是实现碳中
和的兜底技术。

另据了解，针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
的三种方式，发电企业正不断在技术与项
目上进行突破。7 月 14 日，华能大型燃煤
机 组 低 温 法 污 染 物 一 体 化 脱 除 技 术

（COAP）首套验证工程在华能临沂电厂
成功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COAP 技术
和二氧化碳捕集技术深度融合的下一代

“COAP+”技术，可以最终实现烟气污染
物和二氧化碳的高效协同脱除。这也是
国际首套投入运行的低温法污染物一体
化近零排放工程。

“降碳”更需创新实践

陈宗法告诉记者，“十三五”以来，我

国通过实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解决了
“减污”问题，较好实现清洁发电，可媲美
燃机，通过“三改联动”以及碳市场，煤电
碳排放水平逐年降低。不过，要想在“降
碳”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仍需进行技术
研发、创新实践。“根据煤电新战略定位，
打造性能媲美燃机的新型煤电，必须提升
机组爬坡速率的新技术、增加机组启停频
率的新技术，采用机组宽负荷高效新技术
以及低碳技术。”

在加强技术创新应用方面，《行动方
案》指出，加强煤电掺烧生物质、低成本绿
氨制备、高比例掺烧农作物秸秆等技术攻
关，加快煤电烟气二氧化碳捕集降耗、吸
收剂减损、大型塔内件传质性能提升、捕
集—发电系统协同、控制流程优化等技术
研发，补齐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咸水层
封存、产业集成耦合等技术短板。

另外，此次《行动方案》还提出，对纳
入国家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清单的
项目，在统筹综合运营成本、实际降碳效
果和各类市场收益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由
政府、企业、用户三方共担的分摊机制，给
予阶段性支持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项
目通过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绿色债券或申请绿色信贷、科技
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渠道融资，吸引
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和支持煤电低碳化改
造建设。

为有效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积
极性，《行动方案》还指出，推动对掺烧生
物质/绿氨发电、加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设施部分电量予以单独计量。电网企业
要优化电力运行调度方案，优先支持碳减
排效果突出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
接入电网，对项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或
零碳发电量予以优先上网。

绿电绿证交易规模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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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白鹤滩水电站。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