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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法能源法》》完善能源领域顶层设计完善能源领域顶层设计
■王永利

2024年 11月 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并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
经制定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
等能源领域单行法，但从整体能源领域法
律体系看，还缺乏基础性、统领性法律法规
引导我国能源发展。《能源法》的出台从顶
层设计上指明了能源领域发展方向，完善
了能源领域法律体系，可有效支撑我国能
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能源法》共九章，主要包括总则、能源
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市场体系、能源
储备和应急、能源科技创新、监督管理、法
律责任和附则。《能源法》将能源安全新战
略写入总则，作为开展能源工作应当长期
坚持的重要原则，并将其内涵贯穿于各章
节的主线，为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
行动指南。此外，《能源法》进一步明确了
各级人民政府在我国能源发展中的工作要
求，提出了全国、分领域、分区域的能源规
划体系，有序实现煤炭、石油、天然气、核
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以及电力、热力、氢能等各种能源综
合发展，鼓励、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投资
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
能源市场发展，发挥能源规划对能源发展

的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国家制定
鼓励和支持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推
动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能
源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能
源储备体系，科学合理确定能源储备的种
类、规模和方式，发挥能源储备的战略保
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等功能。从整体
看，《能源法》具有五大特点。

一是构建分区域、分领域规划体系，以
能源规划引领行业发展。我国能源体系正
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阶段，各类能源供给、
消费结构的低碳转型进程不断推进，能源
结构变革方向、速率以及能源消费习惯需
要从宏观全局统筹。《能源法》明确了我国
能源规划需面向全国、分领域以及分地区
开展综合能源规划的整体要求，统筹考虑
资源禀赋、能源生产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
多维需求，加强能源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实现我国能源统筹
布局。能源规划还需进一步考虑能源供需
各环节变革的同频效应，从能源演化角度
识别消费侧需求变革的发展方向及变革速
率，制定省（区、市）各级能源演化路径，发
挥能源规划对能源供给、消费革命的引导
作用。

二是建立综合能源发展新模式，促进
能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结构
整体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在“双

碳”目标背景下，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
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我国能源体系发展
的重要方向。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
增长，技术突破、相关设施的完善持续夯
实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地位。《能源法》进一
步明确了我国对综合能源开发与利用的
整体要求，从顶层设计统筹煤炭、石油、天
然气、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电力、热力、氢能
等多种能源开发与利用，有序开展风、光、
水、核、氢、地热等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
替代，挖掘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开采与利用
方式，发挥其在能源供应体系中的基础保
障、系统调节与应急保障作用。同时，进
一步提高终端能源消费清洁化、低碳化、
高效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多能互补、综合
能源供应能力与服务水平，满足城乡等不
同场景的发展要求。

在综合能源发展中，还需进一步关注
能源供需的时空匹配问题，发挥多种能源
在生产、转化、传输、消费、存储等各环节优
势，着重关注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就地消纳、
长效存储、应急保供、灵活调节技术特征，
兼顾能源经济、低碳发展、安全可靠等多方
面需求，实现我国能源体系的源网荷储一
体化布局。同时，针对农村供暖、边远地区
开展多能协同综合能源供应能力，打造弱
交互下的自平衡综合能源供给体系，提升
能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三是打造全国统一能源交易市场体
系，引导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我国电力市
场机制不断健全，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
辅助服务市场逐渐衔接，省间现货市场交
易逐渐完善，但尚未完全实现与其他能源
市场的衔接与统筹。《能源法》明确了推动
全国统一的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
源交易市场建设的整体方针，建立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源市场体
系，兼顾能源资源状况、产品和服务成本、
市场供求状况、可持续发展状况等因素形
成价格机制。

未来，我国能源市场还需进一步还原
能源的商品属性，打破能源领域自然垄
断，推动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按照市场规则
公平参与能源领域竞争性业务。同时考
虑各种能源在低碳发展、灵活调节、资源
储备等方面的投资与贡献，构建以能源安
全为前提的能源价格体系，引导各类经营
主体依法投资能源开发利用与基础设置
建设，建立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可持续友
好生态。

四是建立多能协同能源储备体系，发
挥多能储备及利用优势。能源安全是关系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远距离能源传输
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发挥多能源储备技术
优势，提升我国能源体系的应急保供能
力。《能源法》明确要求建立健全高效协同

的能源储备体系，科学合理确定能源储备
的种类、规模和方式，实行政府储备和企
业储备相结合，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矿
产地储备相统筹，发挥能源储备的战略保
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等功能。

我国可再生能源丰富，负荷与可再生
能源的时空分布存在一定协同性，可进一
步实现长效储能、抽水蓄能以及化石能源
实物储备的有效融合，利用多种能源的技
术储备优势，构建常态化储备成本分摊+
应急条件能源调控相结合的多能协同能源
储备体系，在提升应急情景下能源安全保
供能力的同时，完善能源储备成本疏导，实
现经济安全的协同发展。

五是建立产学研融合的能源科技创新
体系，培育新技术、新设备、新人才。能源
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革命、发展能源新质
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能源行业发展需要突
破新技术、研发新设备、培养新人才。《能
源法》推动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引
领、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鼓励领域基础
性、关键性和前沿性重大技术、装备及相
关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应用和
产业化发展，支持先进信息技术在能源领
域的示范应用，努力培养能源科技高素质
专业人才。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
究中心副主任）

本报讯 12 月 24 日下午，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
羊曲水电站最后一台（3 号）机组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
后，正式并网发电。至此，羊曲水电站实现全容量投
产发电目标。

羊曲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
与贵南县交界处，是国家规划建设的重点水电工程
和国家电投“十四五”重大能源保供项目，电站主要
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90% 以上，并在大坝建设中，首
次采用镶嵌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结构，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据介绍，羊曲水电站安装 3 台 40 万千瓦混流式

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
量 47.32 亿千瓦时，可满足约 158 万个家庭的年用电
需求。

作为我国±800 千伏“青豫直流”特高压外送通
道的重要支撑调峰电源，羊曲水电站的全面建成投
产，将对促进青海省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应用和打造
黄河上游清洁能源基地提供有力支撑。 （宗和）

本报讯 12月24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的罗
免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标志着我国

“十四五”规划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金沙江下
游清洁能源基地首批风光基地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首批规划的风光项目
共建设了 24 个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 274.3 万千瓦，分
布在云南省昭通、楚雄、昆明、曲靖等市（州）。

据介绍，该项目全容量并网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36 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84 万吨，可有效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我国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是我国“十四五”规划
建设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目前，金沙江下游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四座巨型水电站已全
部投产发电。未来，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将依托
流域梯级水电调节能力，通过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
等方式，带动更多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开发，进一
步打造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走廊。 （杨时）

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基地
首批风光基地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青海羊曲水电站
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