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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

中国能源的绿

色、安全转型已经

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面对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仍面临巨大挑战，在能源法的加持下，中国的能

源转型必将续写辉煌，也必将有力促进经济社

会全面转型。

《能源法》为能源绿色转型插上翅膀

面对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

的承诺，中国近年来快速推动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发展。面对碳中和的长远目标，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仍存在压力。《能源法》的出台，无疑给

能源绿色转型发展插上了翅膀，从三个方面增

强了绿色消费的内驱力。

一是从制度上明确了能源绿色发展的目标

和责任。除了法律总则第5条中提出完善能源开

发利用政策、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和消费结构、积

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外，第5条要求构建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第22条要求能源

主管部门牵头制定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

目标和按年度监测公布实施情况，第23条要求能

源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

的最低比重目标，并压实了供电企业、售电企业、

电力用户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消纳责任。

二是分能源品种明确了水电、风能和太阳

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各类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的要求，亮点很多。比如在风能和太阳

能开发利用方面，要求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支

持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就近开发利用，为分布

式发电就近交易、微电网等商业模式奠定了法理

基础。再比如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明确鼓励因地

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和生物

液体燃料、生物天然气，为近期身处发展困境的

生物质项目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三是强化能源绿色消费的技术和机制保

障。第 31 条要求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强

电源电网协同建设，提高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

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第 32 条面对电源和电

力负荷的不确定性，对储能发展予以规定，要求

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储能各类型都要在电力系

统中发挥调节作用。

《能源法》为能源安全转型插上翅膀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能源法》

提出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健全能源储备制度

和能源应急机制，提升能源供给能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可靠、有效供

应，为能源安全转型插上了翅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能源规划在能源发展中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能源项

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只有科学规划才能保证能源供需有效平衡，

避免大起大落。《能源法》第18条规定，编制能源规划应当遵循能源发展

规律，坚持统筹兼顾，强化科学论证；规划应当明确规划期内能源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区域布局、重点项目、保证措施等内容。这就使能源安全

发展在大时间尺度上有了战略保障。为确保能源规划不留死角，《能源

法》第15—17条和第19条对全国综合能源规划、区域能源规划、省级能

源规划、市县级能源规划的制定、评估、调整，都予以明确要求。

二是对煤炭、油气、煤电安全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在 28—30 条

中，明确了煤炭在能源供应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明确

采取多种措施，加大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增加石油、天然

气国内供应保障能力；明确推动燃煤发电清洁高效发展，根据电力系

统稳定运行和电力供应保障需要，合理布局燃煤发电建设，提高燃煤

发电调节能力。

三是强化细化了能源储备和应急管理与实施工作。无论规划如

何严密、运行调度如何科学，新型能源体系下，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造

成能源失衡或运行事故都无法避免，因此，必须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

工作。《能源法》安排专章对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远互补的原

则，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能源储备体系提出了要求；对政府储备和企

业储备，实物储备、产能储备和矿产地储备需要的规定、机制、管理制

度、办法等予以明确；就及时有效对能源供需变化、能源价格波动及能

源安全风险状况进行预测预警提出要求；对建立能源应急管理体制、

拟定能源应急预案、实施应急响应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明确。

可以预见，伴随《能源法》正式实施，能源行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国

家提出的能源绿色安全转型目标——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25%左右，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中国电力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期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负责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1月15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成为能源转型领域的重要引领者，成功建立了非凡的

能源转型生态系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

图为 11 月 15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杰弗里·萨克斯参加 COP29 中国角边会

时发言的情景。 新华社供稿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能源生产

情况。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上工业）

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平稳增长。

原煤生产稳步增长。10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

量4.1亿吨，同比增长4.6%，增速比9月份加快0.2个

百分点；日均产量1328.4万吨。进口煤炭4625万吨，

同比增长28.5%。

1—10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38.9 亿吨，同比

增长1.2%。进口煤炭4.4亿吨，同比增长13.5%。

原油生产增速加快。10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

量 1777 万吨，同比增长 2.5%，增速比 9 月份加快 1.4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7.3万吨。进口原油4470万吨，

同比下降8.7%。

1—10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17764万吨，同比

增长2.0%。进口原油45707万吨，同比下降3.4%。

原油加工降幅收窄。10月份，规上工业原油加

工量 5954 万吨，同比下降 4.6%，降幅比 9 月份收窄

0.8 个百分点；日均加工 192.1 万吨。1—10 月份，规

上工业原油加工量59059万吨，同比下降2.0%。

天然气生产较快增长。10月份，规上工业天然

气产量20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4%，增速比9月份

加快 1.6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6.7 亿立方米。进口天

然气1054万吨，同比增长20.7%。

1—10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2039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6.7%。进口天然气10953万吨，同比增长

13.6%。

规上工业电力生产平稳增长。10月份，规上工

业发电量73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规上工业日

均发电 235.8 亿千瓦时。1—10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

量780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

分品种看，10月份，规上工业火电、核电、太阳能发

电增速回落，水电降幅扩大，风电增速加快。其中，规

上工业火电同比增长1.8%，增速比9月份回落7.1个百

分点；规上工业水电下降14.9%，降幅比9月份扩大0.3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核电增长2.2%，增速比9月份回落

0.6个百分点；规上工业风电增长34.0%，增速比9月份

加快2.4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太阳能发电增长12.6%，增

速比9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市场运营风险，进一步规范

经营主体交易行为，保障电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力

市场交易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各经营主体、电力市场运营机构、

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等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关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加

快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

善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依法合规经营，不得利用市

场力或串通其他经营主体在电力市场中进行排他性

行为、不正当竞争。各经营主体应自觉维护公平公

正电力市场秩序，严格遵守电力市场规则及国家相

关规定，依法合规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不得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操纵市场价格，不得实行串通报价、哄抬价

格及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拥有售电公司的发电企

业，不得利用“发售一体”优势直接或变相以降低所属

售电公司购电成本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不得对民营售

电公司等各类售电主体和电力大用户进行区别对待。

《通知》强调，各经营主体要进一步规范市场报

价行为，综合考虑机组固定成本、燃料成本、能源供

需等客观情况合规报价，推动交易价格真实准确反

映电力商品价值。各经营主体原则上以市场注册

主体为单位独立进行报价。各经营主体间不得通

过口头约定、签订协议等方式串通报价。由多个发

电厂组成的发电企业进行电能量交易，不得集中报

价。发电侧、售电侧相关经营主体之间不得通过线

上、线下等方式在中长期双边协商交易外统一约定

交易价格、电量等申报要素实现特定交易。电力市

场运营机构要按照“谁运营、谁防范，谁运营、谁监

控”的原则，履行好市场监控和风险防控责任，对违

反交易规则、串通报价等违规行为依规开展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派出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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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我国首个建设在高风速海域

的海上光伏项目——三峡集团东山杏陈 180 兆

瓦海上光伏电站项目首批发电单元并网。

该项目位于福建省东山县杏陈镇、前楼镇

海域。该地区多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2204 小时，

太阳能资源丰富，年平均风速5.2米/秒、最大风

速可达 48 米/秒，周边风力、浪涌、海流等自然

条件差，通航环境复杂。项目总装机容量180兆

瓦，配套建设一座 110 千伏陆上升压站，并配建

18兆瓦/36兆瓦时储能系统，建成后年平均可提

供清洁电能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02

万吨。该项目将探索采用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

相结合方式，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

我国首个高风速海域
海上光伏首批并网

本报讯 日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

科学中心李亮教授团队与合作者成功完成18～22

兆瓦级风力发电机充磁，并实现26兆瓦风力发电

机的原位退磁与退磁后的再饱和充磁。据悉，这

是团队在2023年9月实现20兆瓦全球最大单机

功率风力发电机转子整体充磁后的又一突破。

这项技术突破，对于大型永磁电机退役回

收后的绿色再制造具有重要意义。用这种方法

退磁后的永磁体，可以根据新的需求加工组合

后，再充磁成为新的磁极，重复使用。

26兆瓦风力发电机
成 功 整 体 充 退 磁

本报讯 截至10月底，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

规模突破 1.1 亿千瓦，占全区电力总装机的

47%，装机规模保持全国前列。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局长于海宇介绍，内蒙

古建立新能源开发新机制，制定出台加快新能源

和电网工程审批建设13项措施，新能源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时间由过去的半年左右压减至3个月左

右，实现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即报即批、应批尽

批”，推行光伏项目“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同

时，加快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组

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全力推进国家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推动了全区新能源装机总量

持续攀升。据测算，目前全区已并网的新能源装

机每年可产生250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

标准煤80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1亿吨。

内 蒙 古 新 能 源
装机规模持续攀升

本报讯 目前，江苏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已达8252万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总装机

规模的42%，成为全省发电装机第一大电源。

据悉，江苏发电总装机规模已经超过19700

万千瓦。其中，煤电占总发电装机的41%；新能源

装机中，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装机占总发电装机

比重分别为28%、12%、2%，合计占总装机规模的

42%。从2020年起，江苏新能源装机规模陆续突

破4000万、5000万、6000万、7000万千瓦大关，呈

加速增长态势。此次新能源装机从 7000 万到

8000万千瓦仅用时不到6个月。

江苏新能源成为全省
发电装机第一大电源

（本版信息除标注来源外由编辑整理）

规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平稳增长

进一步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
国家能源局印发通知

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能源生产情况

本报讯 据媒体报道，根据国际能源署

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国将继续主

导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太阳能电池板、风力

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出口将在未来十

年增加约两倍。

国际能源署指出，预计中国清洁技术产

品出口额将从2023年的近1000亿美元增长

到2035年超过3400亿美元。这个总部设在

巴黎的组织的报告分析了大规模生产六大

清洁能源技术：太阳能光伏、风力涡轮机、

电动汽车、电池、电解槽和热泵。报告称，

预计中国2035年出口中将有超过2000亿美

元来自电动汽车，其次是电池和其他清洁

能源技术产品。

国际能源署认为，欧洲将是这些产品的

主要目的地，其次是亚太其他国家、北美、

中东和南美等地。

分析报告说：“尽管受到美国《通胀

削 减 法 案》、欧 盟《净 零 工 业 法 案》以 及

印度生产关联激励计划等严重影响，但

中 国 在 可 预 见 的 未 来 仍 将 是 世 界 制 造

强国。”

国际能源署说，在清洁技术方面，“尽

管其他国家正在实施产业战略”，但预计中

国将会巩固领先地位。

国际能源署说，中国控制着80%以上的

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电动汽车供应链的

差不多所有阶段，并生产全球70%以上锂离

子电池。因此，它目前是这些清洁能源技

术产品的最便宜制造地点。

数据显示，相比之下，美国太阳能光伏

组件、风力涡轮机和电池技术的生产成本

要高出约 40%；在欧盟，成本要高出 45%；在

印度，成本高出25%。

报告显示：中国仍将主导全球清洁能源市场

本报讯 1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11月

份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国

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

超对近期有关能源情况作了介绍。

关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背后

有哪些考虑和具体部署，李超介绍说，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对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

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作出部署。碳排放统

计核算是指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计量、统计和分析的

过程，简单理解就是核算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总量，摸清碳排放底数。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只有摸清了底数，才能更好推进落实碳排放双控

制度、实施碳减排政策、进行国际谈判履约。近年来，

我国加快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但这

项工作涉及多个层级、多类主体、多种维度，目前在数

据质量和时效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为支撑“十五

五”期间开展碳排放双控，今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8部门联合印发《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

案》，聚焦破解当前碳排放统计核算面临的关键短板

制约，着力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提升碳排放统

计核算能力水平。《方案》针对区域、行业、企业、项目、

产品等五个核算场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工作

任务。区域方面，重点是建立全国及省级地区碳排放

数据年报、快报制度，为碳考核等工作提供基础。行

业方面，重点是聚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

工等重点行业，以及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

开展碳排放核算工作，解决行业间碳排放核算范围不

明确问题。企业方面，重点健全企业碳排放核算方

法，有序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同时

研究非化石能源电力碳排放计算方法，以及碳捕集利

用封存、碳汇等抵扣方法，加强和完善企业碳排放管

理。项目方面，重点构建项目碳排放和碳减排核算评

价体系，研究设定重点行业投资项目碳排放准入水

平，从项目源头控制碳排放水平。产品方面，重点建

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也就是要跟踪产品从生产、

流通到消费等各环节碳排放情况，为核算产品碳排放

提供基础支撑。此外，《方案》还明确了建设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和新型方法

学研究、加强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为碳排放统计核

算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我国北方多数地区已经进入供暖季。针

对今年保暖保供形势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哪些

措施确保今冬能源供应安全性与稳定性，李超介绍

说，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供暖季，每年供暖季都意味

着季节性用能高峰期的到来，这期间保障好群众温

暖过冬、企业有序生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我

国供暖期延续时间长、涉及地域范围广，保供涉及

煤炭、天然气、电力等多种能源，涉及储备、生产、传

输、调度、消费等多个环节，还受到气候条件、外部

资源供给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为做好今年能源保

供，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保障能源生产供应、提升顶

峰保供能力、能源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民生用能

供应保障、恶劣天气应对准备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

已经提前开展一系列工作。截至目前，储备方面，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 2 亿吨以上、平均可用超

过 30 天，地下储气库提前完成注气任务、实现满库

入冬；生产供应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 31.6

亿千瓦，10 月以来煤炭、天然气持续稳产增产；此

外，其他环节各项工作也都做了充足准备，为今冬

保暖保供提供有力支撑。综合研判各方面情况，预

计今冬明春供暖季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资源供应能

够得到有效保障。极端天气、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等

风险不容忽视，能源保供工作来不得半点松懈。国

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地方、

部门、企业落实好保供各项重点任务，特别是千方

百计抓好民生等关键领域用能保障，抓好尖峰时

段、极端天气等关键情况的用能保障，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11月份新闻发布会

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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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名学者高度评价中国能源转型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