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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了解当地能源
和矿业企业情况时强调，要把能源资源作
为新疆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持续推进重
要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增储
上产，不断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去年新疆煤炭产量居全国第四，增量
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
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超 13%，优质产能持
续释放。

近年来“疆煤出区”通道持续完善，今
年冬季动力煤保供于 9 月中旬启动，目前
新疆铁路运输货物几乎以煤炭为主。今年
三季度，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疆煤出
区”销量完成 583.86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销
291.67万吨，增幅达 99.82%。

在立足资源优势、加大煤炭外运的同
时，新疆也以“煤”为基，加快构建煤制油
气、煤制烯烃、煤基新材料产业链。准东、
哈密、伊犁等作为新疆煤炭主要产地，资源
优势促进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集群得到快
速发展。

■■ 煤炭产能有序释放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预测储量为 2.19
万亿吨，占全国预测总储量约 40%。相比
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由于开采和运输能力
等条件限制，新疆煤炭产量较低，但近年正
加速释放先进产能，去年新疆煤炭产量达
到 4.59 亿吨，同比增长 11.1%。今年上半
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达 2.4 亿吨，
同比增长 13.4%。新疆不仅成为我国煤炭
的新增长极，同时也是煤炭生产力西移的
重要承接区和战略性储备区。

截至去年，新疆共有生产煤矿 74 处、
合计产能 4.2 亿吨。其中露天煤矿 24 处，

核定生产能力 2.6 亿吨/年，成为新疆煤炭
产能释放的中流砥柱。分析人士向《中国
能源报》记者表示，由于新疆开采条件好、
征地拆迁因素影响小，利于露天煤矿产能
提升。近年来，新疆露天煤矿数量和产能
实现同步提升，天池能源南露天煤矿、天池
能源将军戈壁二号露天煤矿、国能准东能
源露天煤矿等多处煤矿的核定产能在全国
范围内名列前茅。

目前，新疆已形成吐哈、准东、伊犁、库
拜四大煤炭基地，占新疆煤炭预测总储量
64%。今年新疆多个煤矿获批产能核增，
优质产能进一步释放。国能新疆准东露天
煤矿和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产能分别提升
至 3500 万吨/年。中联润世新疆煤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延博表示，公司新建 5
个装煤筒仓、1 套煤炭智能装车系统和无
人销售系统，现在日产煤炭达 3.3 万吨，“疆
煤外运”最远抵达曹妃甸港口。

■■ 外送渠道持续强化

今年 7 月，新疆与国家能源集团、中国
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网等 25 家央企签
署了百余个项目合作意向书。合作央企预
计到 2028 年，投资超 9300 亿元用于新疆油
气、煤炭、新能源开发建设等关键领域。

畅通送出渠道是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开
发的关键，疆煤外运量近年持续增长，从
2021 年的 4387 万吨，到 2022 年的 8800 万
吨，再到 2023 年的 1亿吨。

《2023 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报告》显示，
兰新、临哈、库格 3 条铁路支撑下，新疆煤
炭外运通道呈现“一主两翼”格局，总运力
超 1.1 亿吨/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四
五”铁路发展规划，作为北翼通道的临哈
铁路内蒙古段进行扩能改造，运输能力将

提升 45% 左右。依托铁路，公铁联运、铁
铁联运、铁水联运等方式，新疆煤炭将进
一步运往能源消费集中的东部和中南部
地区。

除外送，去年新疆煤炭产量的 75% 供
疆内使用，煤炭占新疆能源消费结构的
70% 左右。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煤电和煤
化工领域，约占煤炭消费量的 70%。去年
新疆发电量达 48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其中火电占总发电量的 77% 左右，同
比增长近 4%。

2010 年，新疆建成哈密—敦煌 750 千
伏输变电工程，实现了新疆与全国电网
的 互 联 互 通 ，拉 开 了 疆 电 外 送 的 序 幕 。
自 2010 年以来，新疆电力外送能力达到
2500 万千瓦。截至今年 8 月底，新疆累
计向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输电 8261 亿千
瓦时。

■■ 逐步转型煤化工基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刘淑琴在接
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新疆煤
炭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因此化工用原料
煤价格低。同时，新疆煤炭资源整体以低
变质程度煤为主，与煤气化工艺的适用性
良好。”

同时，新疆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 596
亿立方米，未利用土地资源丰富，大型煤化
工项目的供水、用地优势突出。刘淑琴表
示，目前新疆水资源工程提前完成布局，有
望作为煤化工项目的主要水资源基地。

近年来，新疆正以“煤”为基，加快构建
煤制油气、煤制烯烃、煤基新材料产业链，
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集群得到快速发展。
准东、哈密、伊犁等作为新疆煤炭主要产地，

凭借资源优势成为产业集群发展“重镇”。
刘淑琴表示：“国家层面，新疆正从煤

炭基地转化为煤化工基地。2017 年新疆
准东成为‘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
方案’中的全国 4 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
区之一。地方层面，近年来新疆煤化工相
关的 GDP 出现突破性高速增长，反映出已
经进入工业发展的重点时期。”

今年年初，准东经济开发区已核准煤
矿 16 处、产能 2.08 亿吨，核准煤电装机规
模 2857 万千瓦时，占全疆总装机规模约
1/3。准东作为国家煤制油气战略基地，近
年来吸引多家央企和民企落地布局当地煤
制气产业。预计到今年年底，准东煤炭产
量将达 2 亿吨以上，煤电装机规模达 2500
万千瓦、发电量达 1300 亿千瓦时，工业硅
产能达 42 万吨、多晶硅产能达 57 万吨，完
成工业增加值 620亿元。

新疆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跑出新疆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今年以来，无论是动力电池还是储能
领域，磷酸铁锂电池的订单都有大幅增
长。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
的数据显示，1—9 月我国磷酸铁锂动力电
池出口量为 34.1 吉瓦时，占比 36.9%。1—
9 月 磷 酸 铁 锂 其 他 电 池 累 计 出 口
33.6吉瓦时，同比增长 272.0%。

同时，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 8 月中国磷酸铁锂出口量 262 吨，环比增
加 60%，同比增加 194%。

在业内人士看来，磷酸铁锂电池的应
用热潮已吹向全球，随着海外市场需求与
应用范围持续扩大，磷酸铁锂电池将迎来
新的增长期。

■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事实上，此前在市场追求高能量密
度、长续航里程的情况下，安全性较高但
能量密度较低的磷酸铁锂电池一度被边
缘化，而能量密度较高的三元锂电池备受
市场青睐。不过，随着近年来电池封装技
术、新材料的应用，磷酸铁锂电池性能得
到大幅提升，兼顾低成本与高安全性的磷
酸铁锂电池已能满足绝大多数下游使用
需求。

在高性价比优势下，磷酸铁锂市场需
求逆势增长。国内应用方面，数据显示，9
月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达到 41.3 吉瓦时，
环比增长 18%，同比增长 70.9%，占总装车

量的 75.8%。1—9 月，磷酸铁锂电池累计
装车量 247.5 吉瓦时,占总装车量 71.4%，累
计同比增长 42.4%。

欧美国家是全球主要的动力储能市
场。以欧洲为例，据预测，到 2030 年，仅欧
洲动力和储能电池总需求将达到 1500 吉
瓦时，其中约 750 吉瓦时电池将采用磷酸
铁锂路线。

基于此，我国企业积极抢抓海外市场
机遇。亿纬储能与美国储能系统集成商
Powin 再度签约，在电池领域达成 15 吉瓦
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和更高密度电池的供
应合作；7 月，宁德时代与 LG 新能源宣布
了一项重要合作，双方将为雷诺电动汽车
子公司 Ampere 供应磷酸铁锂电池；同月，
远景动力西班牙工厂开建，该工厂将研发
制造最新一代磷酸铁锂电池产品，预计
2026 年投产，届时或将成为欧洲首个磷酸
铁锂电池超级工厂。

9月，亿纬锂能宣布其子公司亿纬动力
与 AESI 签订约 19.5 吉瓦时的方形磷酸铁
锂电池供应协议。

市场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指出，目

前具备成本优势的磷酸铁锂电池由中国企
业掌握主导权。随着全球搭载磷酸铁锂电
池的电动汽车数量逐渐增长，中国电池企
业正在全球市场加速发展。

■欧企产能不足

在磷酸铁锂大规模应用的同时，今年
以来，全球电池企业也正加大对例如固态
电池、钠离子电池、磷酸锰铁锂电池等下一
代电池技术的研发力度。不过在业内人士
看来，固态电池等下一代电池技术路线尚
未发展成熟，距离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至少
还需 3—5 年时间，短期内磷酸铁锂电池在
全球范围难以被替代。比亚迪首席科学家
廉玉波近日也公开提到，磷酸铁锂电池在
未来 15年甚至 20年都不会被淘汰。

基于此，不少海外电池厂商也看到了
磷酸铁锂电池的巨大潜力，此前以布局三
元锂电池为主的电池企业如今纷纷转向磷
酸铁锂电池。

欧洲电池制造商 ACC 于今年 6 月宣
布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暂停德国与意大

利的三元锂电池工厂建设，转而全力押注
成本效益更高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9 月，
西班牙独立发电商 Grenergy Renovables
与比亚迪延长战略协议，将磷酸铁锂电池
容量从 1.1 吉瓦时提升至 3 吉瓦时；法国电
池初创公司 Verkor 也曾透露会考虑转向
价格更低的磷酸铁锂电池解决方案；在韩
国电池制造商 LG 新能源公布的中长期规
划中，明确提到，要提高磷酸铁锂、磷酸锰
铁锂电池的市场竞争力。

不过，部分欧洲电池企业起步较晚，没
有完备供应链，使得上述计划尚处于起步
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欧洲本土电
动汽车电池产业“希望之星”的瑞典电池制
造商北伏近期深陷泥潭，产能不足导致客
户流失，引发业界对于欧洲培育本土电池
产业的担忧。

一位锂电领域从业者在接受《中国能
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欧洲为例，其
本土电池产业链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
于生产制造电池并无太多经验，也无完善
的锂电设备制造环节，建立工艺、产业体
系等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我国完备的磷

酸铁锂电池产业链体系，使得具有显著的
成本优势。”

■积极布局海外产能

在业内人士看来，欧洲本土电池产业
链基础薄弱，欧洲本土的电池工厂对于磷
酸铁锂电池的研发、投产进度较慢，产能尚
存在缺口，使得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我国
磷酸铁锂电池相关产品供应。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近年来欧盟国家、美国等通过政策
调整试图保护本土电池产业，对于我国电
池企业全球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9 月 23 日，万润新能发布公告，公司拟
通过一系列全资子公司在美国设立项目公
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开展“万润新能美
国新能源正极材料及其产业化研发中心项
目”，项目总规划建设年产 5 万吨磷酸铁
锂。万润新能在公告中提醒，本次投资项
目地位于美国，受当地政策环境、行业政
策、生产经营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
风险。

“目前，磷酸铁锂电池在欧美等地使
用率不高，但已存在巨大需求。我国磷酸
铁锂产业链相关企业应抓住机遇，大力布
局海外产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
需求。”上述锂电领域从业者认为，企业加
强海外产能建设有助于减少贸易壁垒阻
碍，推动我国电池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提升。

磷酸铁锂电池应用热潮吹向全球磷酸铁锂电池应用热潮吹向全球
■本报记者 杨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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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风能发电，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

保护双赢。 人民图片

国家能源集团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超2500亿元
    本报讯 10 月 17 日，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三季度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获
悉：截至今年三季度，国家能源集团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33 亿元，同比增长
23.5%，预计全年将完成超 2500 亿元投资，同比增长超 10%。

“扩大能源有效投资，是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扩
大能源有效投资就是推进大项目建设。”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发言人黄清表示。

今年是国家能源集团大项目建设管理年，公司坚持能源保供与低碳转型
并重产业发展导向，持续完善重大项目管理体制机制，通过“大项目建设管理
年”项目拉动固定投资，成效显著。前三季度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可再生
能源投资 971 亿元，设备更新改造等技改投资 175 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突
破性进展。

 比如，10 月 8 日开工的哈密能源集成创新基地项目，项目依托新疆哈密地
区独特的富油煤炭资源和丰富的风光资源，整体按照“煤、油、气、化、热、电、新
能源”一体化模式，全面打造国家级能源战略基地和原创技术策源地，总投资约
1700 亿元，一阶段工程计划 2027 年底建成投产；内蒙古新街台格庙矿区新街一
井、新街二井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批复。两个项目的建设规模均为
800万吨/年，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总计投资 265.11亿元。

据悉，国家能源集团四季度还将继续投资 1000 亿元用于推进各类项目。
黄清还介绍，前三季度，国家能源集团生产运营多项指标首次首创、屡次屡创历
史纪录，9 项一级指标全部超年进度计划，商品煤销售量、发电量、船舶运输量
等 7项创新高，各类指标累计 247项次刷新历史纪录。

面对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季，国家能源集团表示，公司将严格执
行保暖保电工作方案、措施，全面开展热网系统专项排查治理，制定应急预案、
开展应急演练，落实供热单机运行保障措施，集团公司供热机组全部按期开栓
供热。煤炭企业确保一体化调运量等指标顺利完成;电力企业加快新能源建设
进度;运输单位保障冬季运营高效畅通;化工单位提升经营能力。强化煤电协
同、煤运协同、煤化协同、煤电与新能源协同、产融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
高资产、资本价值创造水平。 （吴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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