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 年 7 月 22 日

□ 主编：朱学蕊 □ 版式：李立民

□ 电话：010-65369460 3要  闻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
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塞自贸协定》）
正式生效实施。根据相关安排，中塞双方将分别
对 90% 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我国汽车、光
伏组件、锂电池等进入塞方市场时，关税将从目前
的 5%—20% 逐步降至零。

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被称为中国外贸
的“新三样”。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加
快，我国“新三样”产品出口海外增长迅速，2023 年
全年合计出口量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不过，受部
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我国“新三
样”产品出海当前也面临挑战。业内人士认为，随着
外贸环境日趋严峻，“新三样”产品开辟海外新市场将
成为趋势。

■■欧美等市场遇贸易壁垒

5 月 14 日，美国发布对华加征 301 关税四年期复
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 301 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
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
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
关税将从 25% 提升至 100%，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离子
电 池 及 其 零 部 件 的 关 税 将 从 今 年 的 7.5% 跃 升 至
25%，太阳能电池关税将从 25% 提至 50%。

欧盟委员会从去年 10 月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
反补贴调查。

“‘新三样’新型能源技术是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与
低碳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代表着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
方向。目前，中国通过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相关产
业链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于推进能源系统低碳转
型的国家而言，购买中国产品是最优的选择。”厦门大

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吴微在接受《中国能
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也意识到这些产业的重要性，但与中国相比缺乏竞
争优势，由此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试图以此为本国
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空间。”

鑫椤资讯高级研究员龙志强也向《中国能源报》
记者表示：“目前全球经济整体相对乏力，而中国‘新
三样’产品在价格、技术等方面领先。出于让本国产
业免受竞争影响的目的，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开始设
置贸易壁垒。

■■展开多元化应对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积极主动应对是打破壁
垒的关键。据了解，中国“新三样”企业目前正主动采
取多元化的应对措施，例如通过技术输出海外建厂，
调整出口选择和流向，适应全球市场变化，并积极开
拓东南亚、中东等新兴海外市场。

近日，多家新能源龙头企业宣布出海沙特。阳光
电源与沙特 ALGIHAZ 成功签约全球最大储能项目，
容量达 7.8GWh；TCL 中环、晶科能源相继宣布，将联
手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PIF 旗下子公司，在沙特投建光
伏硅片、电池片以及组件产能，投资金额分别为 20.8
亿美元、9.85亿美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已生效的《中塞自贸
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
在受访人士看来，虽然塞尔维亚的市场不是很大，
不会给“新三样”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直接影响，但长
期而言，《中塞自贸协定》对于中国新能源产品开拓
欧洲市场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新三样’产品出口，
可以让塞尔维亚能源系统以更低成本且高效的方
式加快转型，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吴微

表示。
“当前，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赴塞尔维亚、匈牙

利或波兰等国投资，在能源转型大背景下，这些国家
对新能源电力有需求。”龙志强表示，“从今年的整体
情况来看，除欧美市场以外，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东
欧，以及中东、南部非洲、南美、东南亚有关国家，电
力系统更新换代和能源转型需求大，都正在成为中
国‘新三样’出口的重点布局市场。”

■■积极适应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新三样”出口面临的外
贸环境严峻，但整体仍具备竞争力。以光伏为例，据
工信部消息，今年 1—4 月，我国光伏产业总体保持高
位运行。光伏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
算，全国晶硅光伏组件出口量达 83.8GW，同比增长
20%，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达 127亿美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新三样”产品以高附加
值、高技术含量和强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展现了中国
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实力。即便受贸易
保护政策限制，只要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没有停止，未
来中国“新三样”产品的出口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新能源产品市场，拥有全
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技术和产能。从历史经
验看，开放是促进创新最有效的方式，而贸易保护政
策只会削弱自身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吴微认为。

“面对当前的外贸环境，中国‘新三样’企业要高
度关注出口国当地的一些认证或法律法规要求，积
极融入当地市场，并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等机遇。”龙志强指出，各国政府对新能源的态度十
分重要，中国企业要关注当地政策的可持续性，以有
效推动新市场顺利打开。

““新三样新三样””拓宽多元化出海之路拓宽多元化出海之路
■本报记者  姚美娇  林水静

三峡集团长江电力日前透露，其拥有
的三峡、向家坝两座电站获发全国首批大
水电绿证。下一步，该公司将在大水电绿
证参与绿色电力消费核算、抵扣能耗指
标、服务绿色金融等方面发力，为大水电
绿证环境价值兑现贡献力量。

在业内看来，此次为大水电核发绿证，
将进一步夯实大水电绿色清洁能源地位，
有利于大水电电能消纳，也为大水电绿色
环境价值兑现奠定了良好基础。

■■ 绿证核发实现全覆盖

绿证全称为“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由国家能源局核发。该证书是对可再
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发绿色电力颁发的具
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可再生能
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绿
色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202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
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
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
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
电量核发绿证，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

“大水电获得绿证，主要是落实国家出
台的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
的政策，只要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按照政
策要求都要核发绿证，用来证明发电企业
发出来的电属于绿色电力。”中国能源研究

会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斌对《中国能
源报》记者表示。

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电力项目主任
尹明接 受《中 国 能 源 报》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大水电在我国“西电东送”战略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云南、四川等水能富集区
和长江三峡等重大水电工程每年向我国
东部地区输送超过数千亿千瓦时的清洁
电能，有力支撑了消纳省份的清洁低碳
发展。“此次三峡、向家坝两座电站获发
全国首批大水电绿证，有利于进一步明
确和肯定大水电的绿色清洁电源定位，以
绿证形式彰显大水电所具有的绿色环境
属性，完善了我国当前以风光新能源为主
的绿证体系，有助于改善水电消纳较多
省份的绿色消费积极性，为大水电绿色
环境价值变现奠定了基础。”

■■ 存量水电绿证暂不参与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家能源局今年
4 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
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风电、太阳
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
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以
及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新投产的完全
市场化常规水电项目上网电量，核发可交
易绿证。对项目自发自用电量和 2023 年 1
月 1 日（不含）之前的常规存量水电项目上
网电量，现阶段核发绿证但暂不参与交易。

也就是说，此次三峡、向家坝两座水电
站获发的绿证暂不能参与市场交易。

对此，尹明指出，某类绿证能否参与交
易由其对应电源的上网电价机制和电量获
取方式决定。“首先，电源的上网电价机制
影响其绿证是否可以交易。绿证可交易
电源的上网电价是由电力市场决定的单
纯的电能量价格，而不是成本加成法、政
府协商电价或标杆电价等非市场定价。
因为后几类电价定价中考虑了电站成本与
收益，里面包含了对‘绿色环境属性’的补
偿。我国存量大水电项目很多采用‘一站
一价’的非市场定价方式，所以其发出的
水电具有绿色环境属性，而不能通过交易
实现绿色环境价值。电能量价格回归市
场化是绿证可交易的首要前提。”

“其次，电源的发电量获取方式也影响
其绿证是否可以交易。”尹明指出，量价全
部由电力市场交易决定的项目，其绿证一
般情况下可以交易，而具有基数计划发电
量的项目就无法执行交易。“因此，此类具
有基数计划发电量的大水电项目的绿证
也不适合交易。这是一种绿证和绿证交
易的管控手段，通过限制存在量价缺陷的
绿证进入市场，保障真正市场化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绿色环境属性和绿色环境价
值得以实现。”

■■ 建立健全绿证消费体系

那么，存量大水电的绿证如何进一步
兑现绿色价值？

在尹明看来，当前情况下，存量大水电
可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直接或间接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其绿色环境属性的价值化。“比
如，为存量大水电提供绿色信贷或税收优
惠，支持其进行生态保护、减少环境影响；
支持存量大水电项目开展绿色认证，提高
项目的社会形象和可见度；拓宽不可交易
绿证的绿色环境属性应用场景，鼓励政府、
公共机构和耗能企业优先采购存量大水电
项目所发电量。”

“当然，也可探索推动存量大水电全电
量参与电力市场，促进不可交易绿证向可
交易绿证转化。”尹明指出。

不过，针对我国的绿证交易市场，多位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绿证供给侧机制已基
本理顺，但需求侧由谁购买绿色价值仍存
在一定障碍，这也导致我国绿证价格偏
低，绿证“不值钱”也是当前市场的普遍看
法，亟需建立健全绿证消费体系，进一步
发挥绿证在构建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低
碳环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

“目前主要是做外贸的企业需要绿证，
但是中国绿证的国际认可度还有待提升。

国内则主要是一些央企基于社会责任等考
虑而购买绿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
坦言。

在林卫斌看来，绿证将来一定是与碳
排放制度结合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可
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制可以最直接推动绿证
需求。“因此，现在的紧要问题是尽快建立
健全绿证的消费体系。”

“提升需求侧购买绿证的积极性，是推
动构建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环境价值体系
的重要环节。”尹明表示，可采取的措施包
括几方面：一是加强宣传和知识普及，提
高企业和公众对于使用绿电的认可度和
成就感；二是强化企业运营和产品品质与
绿色用能、绿证挂钩，提高企业社会形象
与美誉度；三是稳步引入绿证强制机制，
将以地区为主体的绿证消费责任转移到
企业，要求电力零售商必须采购一定比例
的绿色电能；四是提高我国绿证的国际化
水平，提高绿证发行、交易的透明可信，完
善 MRV 体系，减少制度缺陷等。

本报讯 记者苏南报道 水利
部运管司司长张文洁近日在水利
部召开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有关情况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水库
安全度汛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水利
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

“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
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的目标，全力保障水库安全运行。
今年年底将完成所有存量小型病险
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提前一年实
现“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任务。

“主汛期来临前，依托全国水
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工作台
账，对每一座水库实施动态管理，
逐库逐项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
确保落实到位、不留死角。”张文洁
介绍，汛前水利部公布了 744 座大
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指导各地
分级公布中小型水库大坝安全责
任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我们已
全面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
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全覆盖持
续强化培训；汛期每日电话抽查水
库责任人履职情况，目前已累计抽
查了 6700 座，确保责任人有名、有
实、有能。”

水库监测设施是水库的耳目，
对水库安全监测、诊断分析、预报
预警具有重要作用。据《中国能源
报》记者了解，“十四五”以来，水利
部集中开展了小型水库监测设施
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7.7 万余
座小型水库建成雨水情测报设施，
实现全覆盖目标的 90%。目前，正
在建设的测报设施超过 8000 座，预
计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同时，已有 3.6 万余座小型水库建
成大坝安全监测设施，达到应设尽
设目标的 78%。今年，仍有 1 万多
座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监测设施
正在建设中，预计也将于年底前基本完工。

“十四五”以来，水利部累计完成水库大坝安
全鉴定 37820 座，存量鉴定任务已全部完成，水库
大坝安全鉴定工作也全面步入常态化。我国加
强对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针对病
险情况严重、除险加固经济不合理或技术不可
行的 3722 座水库，水利部采取了降等或报废的
处置措施。

“病险水库是防汛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张
文洁表示，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水利部已
安排并实施 15748 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
目标就是在 2024 年年底实现所有存量小型病险
水库的除险加固。

据了解，我国有些水库建设年代久远、建设条
件较差、运行时间长，每年都会出现新增病险水
库。目前，尚有 1845 座新增病险水库未进行除险
加固。对此，张文洁表示，对于尚未完成除险加
固的病险水库，水利部在常态化推进除险加固工
作的同时，要求各地严格遵循病险水库在主汛期
原则上必须空库运行的规定，以确保病险水库的
度汛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
一步，水利部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地压实工作责
任，切实落实水库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同时，大
力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水库监测设施建设，
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矩阵建成后
将对我国水库安全管理发挥出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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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国内
首个全绿电供应虚拟
电厂项目——中广核
宁波东方电缆园区虚
拟电厂正式投运，项
目实现工业园区可溯
源全绿电供应，通过
光伏、储能、充电桩、
工业负荷协同运行，
可实现多种电源参考
实 时 经 济 性 智 能 切
换 。 图 为 虚 拟 电 厂
自发电源配套设施。

中广核/供图

国内首个全绿电供应虚拟电厂正式投运国内首个全绿电供应虚拟电厂正式投运

三峡、向家坝两座水电站获发全国首批大水电绿证

大水电绿色价值如何更好兑大水电绿色价值如何更好兑现现
■本报记者  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