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电力消费需求情况

一 季 度 ，全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2.3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增

速与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

一是第一产业用电量延续快

速增长势头。第一产业用电量 289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2%，用电量同比增长 9.7%，延续

了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势头，农林牧

渔业领域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

二是第二产业用电量较快增

长，制造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增速领先。第二产业用电

量 1.51 万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8.0%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比 重 为

64.4%，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 53.8%。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 7.3%，分大类看，高技术及装

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4.5%，

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增长水

平 7.1 个百分点，制造业延续转型

升级趋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用电量同

比增长 29.6%，其中，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69.4%；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

比增长 15.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等行业用电量增速超过

10%。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10.3%。其中，家具制造业、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食品

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纺织业、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等 8 个行业用电量同比增

速达到或超过 10%。四大高载能行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4%。其中，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用电量同

比下降 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3.7%，其中，水泥制造

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11.9%。其他制

造业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0.2%，其

中化学纤维制造业用电量增速领

先，同比增长16.1%。

三是第三产业用电量延续快速

增长势头。第三产业用电量4235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4.3%，占全社会用

电量比重为18.1%，对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贡献率为25.5%。批发和零售

业（22.0%）、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19.6%）、住宿和餐饮业（17.4%）用电

量增速超过 15%。电动汽车高速发

展，拉动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70.1%。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快速发展带动下，一季度互联

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33.4%。

四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实现

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79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0%，增

速比上年一季度以及上年四季度均

有大幅提升，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为16.2%，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

献率为 19.5%。2 月，全国平均气温

比上年同期偏低 2.1℃，拉动采暖用

电快速增长，当月全国居民生活用

电量同比增长24.0%。

五是全国所有省份用电量均为

正增长，东、西部用电量增速领先。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 10.0%、9.0%、10.4%

和5.9%。全国所有省份一季度全社

会用电量均为正增长，其中，新疆

（17.7%）、西藏（16.8%）、安徽（15.2%）

3个省份同比增速超过15%；海南、内

蒙古、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贵州

用电量同比增速超过10%。

（二）电力生产供应情况

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全口

径发电装机容量 29.9 亿千瓦，同比

增长 14.5%；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 机 占 总 装 机 容 量 比 重 达 到

54.8%。从分类型投资、发电装机增

速及结构变化等情况看，电力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一是电力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全国重点调查企业电力完成投资合

计2131亿元，同比增长10.1%。分类

型看，电源完成投资1365亿元，同比

增长7.7%，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

占电源投资的比重为86.1%。电网完

成投资76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

中，直流工程投资同比增长30.4%；交

流工程投资同比增长9.7%。

二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新增装

机占总新增装机比重达九成。全

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6943 万千瓦，

同比多投产 1342 万千瓦；其中，新

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6376

万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比重为 91.8%。截至 3 月底，全国全

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9 亿千瓦；其

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6.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4.8%，占总装机

容量比重为 54.8%，比上年同期提

高 4.5 个百分点，比上年底提高 0.9

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延续绿色低碳

发展趋势。分类型看，水电 4.2 亿

千瓦，其中抽水蓄能 5254 万千瓦；

核电 5691 万千瓦；并网风电 4.6 亿

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4.2 亿千瓦、

海上风电 3803 万千瓦；并网太阳能

发电 6.6 亿千瓦。全国并网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规模在 3 月底

达到 11.2 亿千瓦，同比增长 39.3%，

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 37.3%，比上

年同期提高 6.6 个百分点，比上年

底提高 1.3 个百分点。火电 14.0 亿

千瓦，其中煤电 11.7 亿千瓦，占总

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39.0%，同

比降低 4.2 个百分点。

三是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快速增

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2.2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其中，

规模以上电厂火电、水电、核电发电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6% 、2.2% 和

0.6%。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

比增长 13.8%，占总发电量比重为

35.0%，同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全口

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加 991

亿千瓦时，占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量的 47.6%。煤电发电量占

总发电量比重接近六成，煤电仍是

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在

迎峰度冬用电高峰期，叠加枯水期

水电出力低迷，煤电充分发挥了兜

底保供作用，为电力消费的快速增

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是火电、水电发电设备利用小

时同比提高。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

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844小时，同

比降低24小时。分类型看，水电555

小时，同比提高11小时。火电1128小

时，同比提高31小时；其中，煤电1192

小时，同比提高34小时；气电581小

时，同比提高 31 小时。核电 1828 小

时，同比降低36小时。并网风电596

小时，同比降低19小时。并网太阳能

发电279小时，同比降低24小时。

五是跨区、跨省输送电量同比

增长。全国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

电线路长度 5402 千米，同比少投产

208 千米；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

设备容量（交流）3878 万千伏安，同

比少投产 395 万千伏安。全国完成

跨区输送电量 1952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7%，其中西北外送电量 7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占全国

跨区送电量的 39.8%。全国完成跨

省输送电量 4210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4.8%，其中，内蒙古、山西输出电

量规模均超过 400 亿千瓦时，同比

分别增长13.7%和7.1%。

（三）全国电力供需情况

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

衡。电力行业企业全力以赴抓好保

电保暖保供工作，全国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1 月部分时段全国出

现大范围寒潮天气，多地出现大幅

降温，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华北、华

东、南方等地区部分省份在用电高

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通过源网荷

储协同发力，守牢了民生用电安全

底线。

（一）电力消费预测

预计2024年最高用电负荷比2023年

增加1亿千瓦。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终端

用能电气化提升等因素，根据不同预测

方法对全社会用电量的预测结果，在气

候正常情况下预计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

9.8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左右。其

中，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略高

于 8%；受 2023 年下半年基数较高（2023

年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6%、6.4%、6.6%和 10.0%）等因素影响，

预计2024年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有

所回落。气候正常情况下预计2024年全

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 14.5 亿千瓦左右，

比2023年增加1亿千瓦。

（二）电力供应预测

预计2024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将再

次突破3亿千瓦，部分地区新能源消纳压

力凸显。在太阳能发电、风电等非化石

能源快速发展带动下，预计 2024 年全年

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将再次突破3亿千瓦，

新增规模与 2023 年基本相当。2024 年

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预计达到 32.5 亿

千瓦，同比增长12%左右。火电14.6亿千

瓦，其中煤电12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比

重降至 37%。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

18.6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上升至57%

左右；其中，并网风电5.3亿千瓦、并网太

阳能发电 7.8 亿千瓦左右。并网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容量预计将在今年

二季度至三季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

2024 年底达到 13 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

比重上升至 40%左右，部分地区新能源

消纳压力凸显、利用率将下降。

（三）电力供需形势预测

预计2024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

供需形势总体紧平衡。电力供应和需求

中的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交织叠加，给

电力供需形势带来不确定性。从供应方

面，新增发电装机保持快速增长，电力供

应能力继续提升，为保障电力稳定供应

提供了基本支撑。但风、光资源以及来

水存在不确定性，常规电源增加规模小

于用电负荷增加规模，均增加了电力生

产供应的潜在风险。需求方面，夏季我

国降温用电负荷占比在三成左右，部分

地区超过四成，夏季气温已成为影响用

电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宏观经济增

长、外贸出口形势等方面也给电力消费

增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电

力消费需求增长、电源投产等情况，预计

2024 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总体紧平衡。

迎峰度夏期间，在充分考虑跨省跨区电

力互济的前提下，预计华东、华中、西南、

南方等区域中有部分省级电网电力供应

偏紧，部分时段可能需要实施需求侧响

应等措施。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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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能源电力保供、安全生产相关决策部

署，进一步加强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安

全风险管控工作，确保电力安全稳定

供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各电力

企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

担当，扛牢电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深刻认识做好迎峰度夏电力安全风

险管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

底”的行动力，全力保障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

能源局派出机构要认真落实电力安

全监管职责，加强涉网安全监督管

理，加大对机组非停、出力受阻情况

督促检查力度，确保责任到位、措施

到位。地方电力管理部门要严格履

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做好电力供需

预警、电力设施保护、负荷侧管理等

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迎

峰度夏专项安全风险分析各方面管

控要求，排查系统性重大风险，做深

做细运行特性分析，统筹制定运行策

略。针对迎峰度夏专项安全风险分

析报告中梳理出的二级以上电网安

全风险及县域全停风险，“一站一案、

一线一案”制定落实风险管控硬措

施，坚决防范风险失控。预计今年浙

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

南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中

北部、云南西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局

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各单位要

扎实开展电力建设工程专项监管，狠

抓建设施工安全，严格管控作业风险，

强化检查指导考核，防范遏制各类人

身伤亡事故发生，守住不发生群死群

伤事故底线。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严格执行重大风险隐患挂牌督办

通报制度，确保隐患尽快清零。

三、加强系统运行控制。强化运

行监控，密切监视系统频率、重要断

面潮流、中枢点电压、旋备容量等运

行指标，保证设备在稳定极限内安全

运行。科学安排运行方式，紧密跟踪

开机方式和网架结构变化，保持合理

网架强度与安全裕度。适应新型电力

系统运行特性变化，滚动校核运行方

式，协同防范运行风险，加强对新能源

出力大幅波动、极端天气过程等场景

的预防预控，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加

强一次能源供需监测，做好电源运行

管理和并网服务，严格管控常规电源

非停、出力受阻，统筹发挥各类电源

顶峰作用，确保应并尽并、稳发满

发。深挖需求响应能力，优化有序用

电方案，依法合规启动负荷侧措施。

四、强化设备运维管理。加强主

网设备运维，强化重要输电通道、枢

纽变电站、重载设备运维保障，扎实

开展日常巡视、带电检测和除隐消缺

工作，落实季节性反措，确保设备运

行安全。以配电网安全风险管控重

点行动为着力点，全面排查配电网网

架结构、新型并网主体规模化接入、

设备管理、新业态网络安全、重要用

户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加快

薄弱环节改造，强化运维抢修保障，

满足夏季高峰时段民生和重点领域

用电需求。加强电力二次系统管控，

做好二次系统状态巡视，筑牢电网

“三道防线”。加强机组运行维护，强

化高压蒸汽管道阀门、燃料系统、灰

粉系统、脱硫脱硝设备等重点部位管

理，保障设备良好工况。加强网络安

全管理，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防护，保障生产控制大区绝对安全。

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今

年汛期气象年景较差，南方地区降雨

偏多，梅雨季节可能延长，长江中下游

等地区防汛压力较大，有发生流域性

大洪水的可能。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认

识，压实责任，加强与应急、气象、水利

等部门的协调对接，强化雷雨、大风、

汛灾、山火等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各类

应急预案，高质量开展应急演练，提高

应急协同处置能力。提前做好应急队

伍、应急发电车、应急物资等准备，扎

实推进国家级电力应急基地建设，确

保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迅

速支援、有效处置。立足防大汛、抢大

险、救大灾，深刻认识防汛严峻形势，

重点提升沿河输变电设施、地下电力

设施等防汛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影响。水电站要密切关注上游及周边

水情雨情，针对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做好充足准备，强化高水位下大坝安

全监测，保障水库大坝安全。严格落

实电力安全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信息

报送及时、规范、准确。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迎峰度夏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执行电力安全风险

管控各项要求，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对重大风险隐患

或影响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重大突发

事件，应立即上报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

监管司。 （来源：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发出通知

进一步加强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安全风险管控 编者按：煤史，即煤炭开发史，包括煤炭工业史、煤矿史、

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科技史等。中国煤炭史志专家，原煤炭

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原国家煤炭工业局行业管理司司长、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吴晓煜先生所著

的《煤史钩沉》，穿越时光隧道，从一块煤的由来看一个行业的

发展与变迁，展示了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史。经本人同意，从

本期起，本报将陆续刊登《煤史钩沉》节选，敬请关注。

中国的用煤历史有多久？这是每个煤炭职工应该了解的

问题。

这个问题，随着古代煤炭开发史研究的深入和新证据的不

断发现，逐步得到了回答。确切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用煤历

史在6000年以上。

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沈阳市北陵附近的新乐遗

址下层时，在一处房址中发现了一批用煤制成的小装饰品。其

中有 25 件形状如圆泡的制品，看上去很光滑，最大的直径 5 厘

米；有像跳棋子那样的制品6件，还有直径1~2厘米的小圆珠。

连同这些物品同时出土的还有煤精和煤块 97 块，有的可见明

显的切割加工痕迹。

何以证明这些物品是煤呢？一是他们外观上与煤无异（笔

者亲眼见过实物）；二是物品可用火柴点燃，燃烧旺盛，发出像

蜡烛那样亮而带黑烟的火苗；三是经过辽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

科研所的严格化验检测，其工业分析（包括水分、灰分、挥发

分、黏结性、发热量）和元素分析都证明它们就是煤。

那么，这些物品制作于什么时候呢？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碳14测定，这些物品制作的年代在6000年以上，加之新乐遗址

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可知，我们的祖先在多年以前就用煤来

制作一些小物件了。

这里发现的煤，经化验，确认其为烛煤，这种煤既可以燃

烧，又可以用来雕制一些物品，因此有人称之为煤精。由于这

种煤与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的成因类型、化学工艺性质相

似，煤岩特征和变质程度相同，加上沈阳距抚顺较近，因此，

有的学者断言新乐遗址中煤制品所用的煤来源于抚顺。现今

抚顺矿务局仍然有煤精工艺品的加工。当年，毛泽东同志在视

察抚顺时还参观了抚顺局的煤雕工艺品。

上述史实及其结论，证明抚顺煤田的煤精早在新石器时期

就已经被发现和利用了，进而表明中国已有 6000 年以上的悠

久用煤史，这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

许多人可能以为，煤炭就是叫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其实

不然。煤炭在古代有许多其他的名称，而且最早并不称为煤。“煤”

这个字的含义，在唐宋以前，并不是指今天的煤炭，而是指烟熏的

黑灰。春秋战国时期一些书籍中的“煤”字都不是指煤炭。

那么，煤炭最早叫什么名字呢？据考证，目前已知煤炭最

早的名称是石涅，见于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一书。

《山海经》中记载石涅有三处。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

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二处见于《中山经》：“岷

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楹，其草多菊来”；

“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

为什么说这里的石涅就是煤呢？

涅有黑色的意思，冠以石字，正与煤炭的颜色、质地相一

致，这符合煤炭的特点。

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考证，石涅即石墨，而石墨即石炭

（煤），可知石涅指的就是煤。特别是已故地质学家章鸿钊先

生，在著名的《石雅》一书中，从文字学、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

进行严密考证（限于篇幅，此不赘述），肯定了石涅就是煤。这

些考证是有充分证据和说服力的。

《山海经》所记石涅（煤的三处产地：女几之山、女床之山、风

雨之山），都在产煤地区。女几之山在今四川双流、什邡煤田区

域内，女床之山在陕西凤翔地区；风雨之山在四川通江和南江、

巴中一带。上述地区都有煤炭赋存。这说明了《山海经》的记载

是不错的，这也为石涅即煤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另外，我们从《山海经》关于煤炭（石涅）的记载中，不仅了解

到煤的产地，而且还知道煤炭在某山的“其上”、“其下”或“其阴”

的赋存位置，煤与某些矿产以及“杻榧之木”、“菊来之草”等植物

之间的关系，垂直分布现象。而且，这三处记载中都有“多处石

涅”等字。多与少是相对比后才能得出的结论，只有对煤炭赋存

有了大致了解才能作出比较。因此，记载虽仅寥寥数语，却反映

了我国当时还处于萌芽时期的煤炭地质知识。

中国用煤有多久

煤炭最早称“石涅”

煤史钩沉

■ 吴晓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