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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由山西省能源局、中国能源
报、中国大唐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 新能
源与电力市场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论坛”在山西太原
召开。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大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建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碳中和能
源研究院院长赵天寿，中国工程院院士、
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彭苏萍，以及来自国内外相关政
府部门、行业机构、企业及高校智库的约
600 名嘉宾参会。

作为“2024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深化电力市
场体制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聚焦深化电力市场体制改革，围绕新
能源与电力市场融合创新发展展开深入
探讨，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促
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汇智汇策、共谋长远。

新能源参与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我国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初
步建立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和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彭苏萍认为，在“双
碳”目标和能源清洁化转型背景下，形成
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将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分享的一组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 7 月底，中国“风光”装机
超过 12 亿千瓦，“风光”发电提前 6 年实现
2030 年装机目标。

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张振宇
表示，当前，电网与新能源发展迅速，新能
源装机规模实现快速增长。“新能源电力
电量占比进入新阶段，新能源出力持续创
新高，发电量占比正稳步提升。”

今年上半年，国网经营区新能源新增
装 机 9500 万 千 瓦 ，占 新 增 装 机 总 量 的
87.5%，累计装机 9.6 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
的 40%，其中新增装机以光伏发电为主。

“预计 2024 年国网经营区新能源新增装
机将超 2.7 亿千瓦，2030 年后新能源发电
量增量将超过用电量增量。未来，新能源
仍将维持快速增长态势，预计 2030 年国
网经营区新能源装机达 20 亿千瓦以上。”
张振宇指出。

赵天寿表示，未来新能源将逐步成为
电力系统的电源装机和发电主体，电网大
规模跨季节储存电量需求将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双碳”目标下，随着新
能源参与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未来电力市
场改革建设还面临不少挑战。

张振宇指出，随着近年新能源装机的
快速增长，特别是光伏装机迅猛增长，电力
系统调节能力不足问题逐步显现。全网调
峰最困难时段由凌晨用电低谷时段转为午
间时段，影响区域逐步由西北扩大至全国，
影响季节由春秋季扩大至全年。

“从新能源及电网运行的新特征看，
建立适应大规模新能源发展的新型电力
系统和电力现货市场还需攻坚克难。既
要满足电力系统运行本身的客观规律，也
要兼顾市场化经济相关要求。”张振宇建
议，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新能源
需要由被动跟踪变为主动支撑，由随机
波动变为充分调节。“为加快能源低碳转
型、发挥源网荷储各类资源调节能力，必
须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持续完善相关
政策和市场机制，建立适应碳减排和新
能源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保障电网安全
可控、电力供应有序和新能源有效消纳。”

科学规划储能项目高效运行

过去十年，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
电量占比持续提升，逐步进入高比例新能
源时代。如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以新
型储能为支撑的新型电力系统，企业与专
家给出实例和思考。

南网储能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定
林表示，深化电力市场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
储能产业变革和发展，新能源大规模、高比
例消纳赋予储能企业使命和职责。

李定林认为，新能源的波动性和不确
定性对传输网络通道利用率影响巨大，要
实现新能源电量的高渗透率，势必要加大
网络的容量，带来大量投资。“要降低该成
本，一方面需要新能源技术经济的进步，提供

更廉价的新能源电量；另一方面需要采取
调节电源措施，提高网络通道的利用率。”

“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如何通过科学
布局实现储能项目的高效运行，最大程度
发挥投资的经济效益，是产业发展面临的
首要课题。储能配置绝非越多越好，而是
越有效越好，不能简单将储能作为一个常
规产业项目，哪里都可以建。”李定林强调。

作为中国最大民营电力企业，协鑫一
直在探索新能源与电力协同发展之路。例
如，江苏新型储能项目累计建成投运 540
万千瓦，每年可消纳 30 亿千瓦时新能源电
量，其中协鑫建成电网侧新型储能项目 12
个，总规模第一。另外，协鑫在全国有 13
座独立储能项目参与辅助服务，助力区域
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

朱共山表示，电力市场驱动储能产业
步入“升级赛”，从强制配储到容量租赁，
未来独立共享储能将成为行业新生态。

“长短时结合，多类型混合的混合储能将支
撑新能源规模化应用，构网型储能是‘电
力系统稳定保障行动’的关键。”

赵天寿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
规模、高安全、不同时长的储能技术。新型
液流电池技术突破性能瓶颈，技术成本下
降，为液流电池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突破高安全、
长时储能技术是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能否实现能量与功率的解耦是长
时储能的关键。”

当前，随着储能加入，光储一体化建设
中光伏组件的成本占比已接近 10%。在厦
门科华数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崔剑看来，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从深化体制改革
和数智化技术应用双向发力。英利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尹绪龙认为，要用技术
和服务推动从新能源到电力的智慧能源
全生态建设。

李建伟介绍，中国大唐集团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转换能源发展引
擎。坚持以扩大开放为重要途径，合理配
置利用全球能源资源，深化能源领域对外
开放合作。

多项重量级研究成果发布

会议同期发布《2024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竞争 力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

《2024 中国企业碳中和贡献力研究报告》
《2024 双碳科技创新典型案例》等多份行
业重量级报告和成果，洞悉全球新能源产
业发展格局，明晰全球新能源企业竞争格
局，进而服务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

其中，由中国能源报和中国能源经济
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活动是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年
度活动，作为全球新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
风向标，旨在推选新能源企业标杆，推动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新能
源 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有255家，与上年

持平，占比 51%。排名前 20的企业中，中国
企业12家，较上年有所增长。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魏秋
利解读《报告》时指出，整体看，新兴市场国
家上榜企业数、营业总收入等都远超发达
国家，企业规模上也开始与发达国家拉开
距离。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优势日益明
显，欧美发达国家有复苏迹象的地域，呈
现太阳能和储能企业发展放缓、风能和生
物质能稳步发展的产业竞争格局。受国
际局势影响，我国新能源企业虽然保持两
位数增长，核心地位依旧稳固，但与此前
相比，增长步伐趋缓。

“当前，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
济复苏乏力、极端天气事件增多背景下，全
球新能源产业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放缓、中
国及亚洲的优势地位能否保持、原材料产
业能否复苏、韩国及欧美竞争力是否提
升等值得持续关注，这也是全球新能源
企业竞争力分析报告未来关注的重点。”
魏秋利说。

会议同期还发布由中国能源报、清华
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数字双碳研究
院连续第四年编写的《中国企业碳中和贡
献力研究报告》。作为国内首份企业碳中
和贡献力旗舰报告，该报告彰显中国企业
在碳足迹、绿色转型方面的卓越实践成效
与创新成果，为企业“绿色出海”、供应链
可持续碳减排提供重要指导意义，将进一
步激励企业加大“双碳”工作部署力度。

2024新能源与电力市场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论坛成功举办——

深化电力市场改革 促新能源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渠沛然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普遍共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能源管理体
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为新时代推动能源产
业和电力系统的变革升级指明了方向。

山西作为能源大省，肩负着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使
命任务。近年来，山西省全面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夯实保供责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目前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47.8%，风电装机位居全国第
六位，太阳能装机位居全国第十一位。

能源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
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
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深刻揭示了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揭
示了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的特点、规律和方向，
对做好新时代能源工作、推动能源事业高质量
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国大唐集团深刻认识到能源安全新战略
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将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
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和重要任务，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世界
一流能源供应商和成为美丽中国建设领军企业
的实践路径。中国大唐集团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发电装机规模达 1.84 亿千瓦，加快能源转
型升级步伐，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 47%，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转换能源发展引
擎。坚持以扩大开放为重要途径，合理配置利
用全球能源资源，深化能源领域对外开放合作。

在推进新能源基地化发展方面，中国大唐
集团依托全国最大发电项目打造千万千瓦级

“火风光热储”能源基地，每年新增绿电 70 亿千
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598 万吨，进一步提升京津
唐电网绿电占比。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

坚决扛起坚决扛起能源革命能源革命
综合试综合试点大旗点大旗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建伟：

探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索美丽中国建设
领军领军企业的实践路径企业的实践路径

图为2024新能源与电力市场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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