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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铺就能源强国之路
■本报记者 卢奇秀 王林

75 年来我国能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能源供应保障基础不断夯实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能源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1949 年
0.2 亿吨标煤

2023 年
48.3 亿吨标煤

发电量：

1949 年
43 亿千瓦时

2023 年
9.5 万亿千瓦时

0.2

新中国成立初期：

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重达96.3%
原油占比 0.7%
水电占比 3%

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重降至66.6%
原油占比 6.2%
清洁能源占比升至 27.2%

2023 年：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能源消费整体呈
现稳定增长态势，　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高。

能源消费稳定增长：

1953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为 0.5 亿吨标煤

2023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升至 57.2 亿吨标煤

清洁能源消费增长更快：

与 1980 年相比，2023 年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26.8 倍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量增长 41.4 倍
煤炭消费量仅增长 6.8 倍

人均用能水平显著提高：

1953 年
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 93 千克标煤
2023 年
达到 4053 千克标煤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我国节能降耗取得突出成效，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单位 GDP 能耗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十一五”以来，累计降低 43.8%，年均下降 3.1%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整体提高，与 1980 年相比，
2022 年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提高 3.7%

能源消费绿色转型持续加快

能源利用效率显著大幅提高

2024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75周年华诞。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与新中国的

命运息息相关。从“一穷二白”到极大富裕，我们能够创造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能源事业不断发展提供的重
要支撑。新中国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能源行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75 年来，风雨兼程，书写发展奇迹。能源行业筚路蓝缕、玉汝
于成，建成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75 年来，沧桑巨变，赓续伟大历程。能源人不忘初心、勇担使
命，扎实做好能源保供，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绘就新中国能
源发展的壮丽篇章。

如今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
全的战略高度，顺应能源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开辟了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从“一穷二白”到极大富裕
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能源生产数据：1949年，全国发电量43亿
千瓦时，原油产量12万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仅为0.2亿吨标准煤，全
国80%以上为无电人口。能源基础十分薄弱，可谓“一穷二白”。

砥砺奋进，巨变如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
大国，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
体系，构建起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能源基础
设施网络，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

一组组数据直观印证着能源事业的伟大成就：2023年，全国一次能
源生产总量达 48.3 亿吨标准煤，比 1949 年增长 202.6 倍，年均增长
7.4%。1949年至2023年，主要能源品种生产全面发展，原煤产量由0.3
亿吨增至47.1亿吨，增长146.2倍，原煤自给率达90%以上，煤炭基础和
兜底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原油产量达到2.1亿吨，比1949年增长
1740.9倍，年均增长10.6%，夯实国内原油2亿吨长期稳产的基本盘；天
然气产量由0.1亿立方米增长至2324亿立方米；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
增长至9.5万亿千瓦时，年均增长11%，电力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生产发生巨大变革。
截至2023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超过15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
电。清洁能源发电量约 3.8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近 40%。十年
间，中国全社会用电增量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增清洁能源发电。中
国能源转型支撑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十年间，能源领域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约 39万亿元，年均投资近 4万亿元，一次能源的生产
能力增长35%，新能源、输变电、新型储能等发展迅速。整体来看，能
源产业呈现出结构更“绿”、供应韧性更“强”、产业体系更“新”的喜
人变化。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坚定不
移加快能源转型，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能源转型
之路。

用能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用能质量是否得到提升——这是老百
姓对能源高质量发展最直观的感受。进入新时代，能源供需保持平
衡，能源价格总体平稳，历史性地解决了全国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14亿多人口用能需求得到有力保障。全国人均生活用电量从约500
千瓦时增长到接近1000千瓦时，翻了一番。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近
80%，居民取暖条件显著改善。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从不到10万台增
加到近860万台，新能源汽车驶入千家万户。

从依赖进口到自立自强
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崛起提供重要支撑

巨大成就离不开科技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电力供需矛盾日趋紧张，新装火

电机组大多依赖进口，容量普遍较小，设备结构、性能和参数都掌

握在国外企业手中。通过技术骨干带头攻关和创新尝试，我国
火电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道路。1956 年，
首台国产 6000 千瓦火电机组在安徽淮南电厂投入运行，标志
着火电机组国产制造的开端，此后国产火电机组单机容量不
断提高，从 10 万千瓦、20 万千瓦、30 万千瓦到 60 万千瓦、100
万千瓦，效能指标从高压、超高压、亚临界、超临界到超超临
界，火电生产在高效、清洁、低碳等方面的自主关键技术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本世纪初，“西电东送”拉开序幕时，我国 6个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均由外方总包，工程自主化率几乎为零。而目前，我国
特高压输电技术独步全球，遥遥领先。2022年，全长 2080公
里的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横贯东
西，换流站核心设备均为国产全自主研发，工程创新研制了
20种新设备、应用了19项新技术。从川滇交界处发出的绿
电仅需7毫秒，即可抵达江苏的工厂。

科技是国之利器，大国重器彰显科技非凡实力。金沙
江奔腾不息，屹立下游的白鹤滩水电站是当今世界技术难
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已累计发电超1300亿度，项目建设过
程创下6项世界第一，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
峰”；渤海之湾，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技术商业化示范项
目——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有序运转，工程先
后攻克多项世界性、行业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出2200
多套世界首台套设备，为世界开辟了一条核能技术新
路径，使得核电站建在缺少水源的地区成为可能；南海
之滨，海上“大风车”徐徐转动，我国自主研制的“18兆
瓦半直驱海上风电机组”已在广东汕头投入应用，作
为全球已安装最大功率等级海上风电装备，单台机
组年平均发电量高达7200万千瓦时，可满足约3.6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当前，能源产业以重大项目为抓
手，积极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新
能源、核电、智能电网等领域技术水平跨越
式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太阳能发
电、陆上风电共完成投资额约 4300 亿元，
分布式光伏投资同比增长 76.2%，抽水蓄
能投资增速较去年同期增加 30.4%，在建
核电项目投资平稳释放，新开工核电项
目逐步形成有效投资。能源技术及其关
联产业培育已然成为产业升级、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从传统能源到追“绿”向“新”
为守护绿水青山提供坚强后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
山需要绿色能源。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达 16.53 亿千瓦，
同 比 增 长 25%，约 占 我 国 发 电 总
装 机 的 53.8%。 其 中 ，水 电 装 机
4.27 亿千瓦，风电装机 4.67 亿千
瓦 ，太 阳 能 发 电 装 机 7.14 亿 千
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4530 万千
瓦 。 风 电 光 伏 发 电 合 计 装 机

（11.8 亿 千 瓦）超 过 煤 电 装 机
（11.7 亿千瓦）。

成长历程是一步步走出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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