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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

本报讯 11月2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0月份全社

会用电量等数据。

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7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0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1%；第二产业用电量533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2.7%；第三产业用电量13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9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

1—10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8183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7.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78027 亿

千瓦时。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第二产业用电量 527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第三产业用电量 153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6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选举结束后，

随着能源和监管政策的重大转变，公用

事业公司公开宣布他们可能推迟或完全

取消关闭燃煤电厂的计划。随着储备容

量空间缩减和电力需求飙升，公用事业

公司迫切需要保持现有发电容量。

南方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沃马

克日前表示，该公司需要采取所有能源

策略来满足需求。他说：“当我们考虑应

对需求增长时，延长煤炭运营时间是一

个考虑因素。”

杜克能源公司表示，如果特朗普政

府落实削减拜登监管议程的计划，他们

将重新评估关闭燃煤电厂或将其改用天

然气的计划。杜克公司首席财务官布赖

恩·萨沃伊表示，如果政策发生转变，“我

们将看看印第安纳州的双重转换是否有

意义”，或者最好还是让这些发电机组只

燃烧煤炭。他补充说，“能源转型的步伐

可能会改变。”

杜克和南方公司并不是第一家——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对燃煤电厂

关闭采取踩刹车措施的公用事业公司。

即使在大选之前，迅速逼近的产能短缺

也让公用事业公司重新考虑或推迟了他

们的计划。正如标准普尔全球最近报道

的那样，公用事业公司 2024 年仅淘汰 3

吉瓦美国煤电产能，这是自 2015 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最大的受监管

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第一能源公司

撤销了关闭两座燃煤电厂的提议。该公

用事业公司决定在 2030 年后继续运营

西弗吉尼亚州两座燃煤电厂（马丁堡

Fort Martin 和哈里森 Harrison 发电厂），

这是另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当与实际情

况相冲突时，该国对煤电系统的监管压

力也将搁置一边。

第一能源公司提到了全国最大电网

运营商PJM Interconnection 的担忧，担心

未来几年缺乏足够发电能力，因此决定

延长这两家煤电厂的寿命。

标准普尔认为，正是考虑电网可靠

性和预计供应可能出现短缺，导致燃煤

电厂退役速度放缓。标准普尔全球商品

洞察公司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分

析执行董事道格拉斯·吉弗尔(Douglas

Giuffre)表示：“由于电网状况日益紧张，

可靠性受到威胁。”

另据彭博社报道，由于可再生能源

供应链问题或严峻的电网可靠性挑战，

2022 年，多达 40 个燃煤电厂退役计划被

推迟或取消。覆盖全国近一半地区的电

网运营商PJM和MISO表示，将可再生能

源发电并网仍然是一项巨大挑战。无论

供应链、许可还是融资障碍，可再生能源

项目开发商正在不断获得互联并网的批

准，却无法使项目建设以电网运营商所

需的速度或规模进行建设和联网。

早些时候，PJM 报告称，今年电网服

务区域内仅新增2吉瓦容量（几乎全部是

太阳能），低于 2023 年的近 5 吉瓦。根据

PJM 的数据，近 450 个项目总计约 37.2 吉

瓦设计容量已签署互联协议但尚未建成。

对于中西部电网运营商MISO来说，

情况同样令人不安。今年 6 月，MISO 表

示，如果其成员不推迟发电厂退役，或者

不比历史上更快、更大规模地投入更多

资源，明年潜在的 2.7 吉瓦电力供应缺口

可能会在 2029 年飙升至 14 吉瓦。如此

规模的赤字相当于1000万户家庭所需的

电力。与 PJM 一样，MISO 拥有 50 吉瓦

新增发电容量，其中大部分是可再生能

源，分布在316个项目中。这些项目已获

批准并网，项目建设却遭遇延误。

（来源：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美国燃煤电厂退役要踩急刹车？

本报讯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2024 年 10 月，国家

能源局核发绿证 12.32 亿个。其中，风电 5.3 亿个，占

43.01%；太阳能发电 1.97 亿个，占 16.02%；常规水电

3.92 亿个，占 31.84%；生物质发电 1.09 亿个，占 8.83%；

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378万个，占0.31%。

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35.51亿个。其中，

风电 13.23 亿个，占 37.25%；太阳能发电 6.81 亿个，占

19.18%；常规水电12.77亿个，占35.97%；生物质发电2.64

亿个，占7.44%；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567万个，占0.16%。

2024年10月，全国交易绿证2542万个（其中随绿

电交易绿证 980 万个）。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交易

绿证3.84亿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1.95亿个）。

国家能源局 10月核发绿证 12.32亿个

全社会用电量 10月同比增长 4.3%

编者按：为进一步加强光伏制造行业

规范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光伏制造

行业规范条件（2021年本）》《光伏制造行

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本）》进

行修订，并于2024年11月15日印发《光

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光伏

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4年本）》

（以下简称《规范条件》《管理办法》），日前

进行解读。本报摘要刊登如下。

主要内容有哪些

新版《规范条件》以“优化布局、调

整结构、控制总量、鼓励创新、支持应

用”为基本原则，主要从生产布局与项

目设立、工艺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及能

耗、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环境保护、

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安全生产和社

会责任七个方面提出要求。工艺技术

部分重点围绕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工

艺技术等提出相关要求，就现有和新

建项目分别提出反映行业典型产品性

能状态的技术指标要求。资源综合利

用及能耗部分重点对光伏企业和建设

项目用地、项目生产电耗和水耗等方

面提出相关要求。智能制造和绿色制

造部分重点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智能、

绿色制造，推广技术先进、显示度高、

可复制的绿色设计典型案例和应用场

景，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环境

保护部分要求企业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落实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

度，并对企业环境管理、排污、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等方面提出相关要求。质

量管理和知识产权部分强调企业应建

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光伏产品质量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积极参与光伏

领域标准制修订和国际标准化活动，

加强知识产权开发、应用和保护。

修订原则及内容有哪些

本次修订《规范条件》的原则主要包括：一是符合国家现

行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发展规划，以及光伏行业相关标准和

规定。二是根据行业最新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现状大幅

提升产品性能、电耗、水耗等指标。三是增加能进一步规范行

业发展的关键举措，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资本金比例、

强化质量管控等。四是通过引导企业开展光伏产品回收利

用，开展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开展ESG信息披露等工作持续

引导行业绿色化升级。

2024 年本《规范条件》主要修订点包括：一是提高技术指

标要求。综合考虑行业先进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情况，提高

相关产品技术指标，增加 N 型电池、组件等产品相关要求，将

新建单晶硅光伏电池、组件项目平均效率指标分别由 23%、

20%提升至新建P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23.7%、21.8%，新建

N 型电池、组件效率不低于 26%、23.1%。当前业内主流 N 型

TOPCon 平均效率为 25%，此次修订规定新建 N 型电池效率

不低于26%，大幅提高新建电池项目门槛，可有效遏制产能重

复建设。二是加强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强调产品高可

靠、长寿命要求，将工艺及材料质保期由10年提升至12年，增

加可靠性试验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新增“研发生产的产

品应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且近三年未出现被

专利执法机构裁定的侵权行为”等相关要求。三是强化绿色

制造和环境保护要求。增加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等要求，鼓

励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等认证，引导产业提

升绿色发展水平。强化企业生产过程绿色化要求，鼓励企业

参与光伏行业绿色低碳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引导企业开

展光伏产品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四是提高资本

金比例要求。提高硅片、电池、组件等全产业链新建和改扩建

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将“新建和改扩建多晶硅制造项目，

最低资本金比例为30%，其他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最

低资本金比例为 20%”修改为“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

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30%”。五是优化公告企业名单动态调整

机制。按照“有进有出”原则，严格开展规范企业名单动态管

理工作，要求企业定期报送自查报告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对企

业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规范条件》要求的企

业，及时撤销其公告资格。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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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过冬有保障（漫画） 新华社供稿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供暖季。据中央气

象台消息，11月23日至27日，我国将迎来今年下半年

首场寒潮和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 22 日

18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度冬期间，预计全

国最高用电负荷与夏季相当，较去年度冬负荷明显增长，

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局部面临一定压力；今冬明春北

方地区清洁取暖能源供应有保障，预计总体运行平稳。

每年供暖季都意味着季节性用能高峰期的到来。

眼下能源保供各项工作进展如何，如何保障群众温暖

过冬？

看生产——

10月份以来，煤炭、天然气持续

稳产增产，清洁能源“各显其能”

初冬深夜，气温已降至零下。位于山西朔州市的

中国中煤平朔集团东露天矿，80 多台采掘、运输设备

运转不停。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宏介绍，北方地区

进入供暖季以来，各主要产煤省份在确保煤矿安全生

产的前提下，10 月份日均产量达到 1328 万吨，为今冬

明春煤炭保供工作奠定了基础。

煤炭稳产稳供，电厂供热“口粮”有保障。

在世界在役最大火力发电厂——内蒙古大唐国

际托克托发电公司，运煤车辆鱼贯而入，12 台机组有

序运行。公司燃料质检部副主任白宇介绍，目前每天

用煤约5万吨。

再看天然气，能源企业持续强化产供储销各环节

工作，让冬季保供“底气”更足。

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拓展资源渠道，形成以

国产气、进口管道气、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储气库

等多元互通的资源保障体系，今冬明春计划筹措天然

气资源量同比增长4.7%……油气企业积极行动，增加

天然气生产供应。

清洁能源也在冬季能源保供中“各显其能”。

11月15日，国家电投核能供热工程“暖核一号”启

动今冬明春供暖，为山东海阳市和乳山市提供热源，

供热面积合计近1300万平方米。同一天，中国石化全

面启动今冬地热供暖，超 1000 座换热站陆续投入运

行，可为北京、天津、陕西等11个省份超110万户居民

提供清洁供暖，累计供暖能力超1.1亿平方米。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截至目

前，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31.6 亿千瓦。10 月

份以来，煤炭、天然气持续稳产增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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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运输——

保障电煤运输、确保

电网安全、畅通输气管网

冬季能源保供，产量提升，运量也要跟上。

渤海湾畔，黄骅港海风凛冽。经过15个小时的翻

山越岭，国家能源集团南坪18906次列车经朔黄铁路顺

利抵达。进入翻车机房，翻车机将四节车厢“抱在怀

中”，十几秒便可将煤炭翻转卸至地下漏斗，进行转运。

借助全流程协同智能化系统，“路港航”无缝衔

接，煤炭从完成接卸到上船，整个过程不到 90 分钟。

此时，装船指导员韩中顺手持移动终端紧盯装船进

度：“有了自动化设备协同作业，一小时装船5500吨煤

炭，5万吨级的货船不到14小时即可满载起航。”

作为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港口，

11月1日至19日，黄骅港煤炭港区日均卸车142.5列，

日均装船超61.7万吨。

为保障冬季电煤运输，铁路部门发挥大秦、浩吉、

瓦日等重载铁路作用，加大万吨列车开行力度，开好

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直达列车，优化部分干线列车

开行结构，在集通铁路、兖石铁路等线路增开普通货

物列车60余列，提升主要货运通道能力。

确保电网安全。11 月 12 日，云南碧罗雪山即将

迎来半年的大雪封山期，一架重载无人机吊起 25 公

斤重的在线监测装置，送至海拔 4360 米的铁塔顶端

进行安装。

河北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扩建工程于11

月19日投运，变电容量从600万千伏安增至1200万千

伏安；浙江温州市，供电部门对海岛乡镇鹿西乡的供

电海缆开展冬季特巡检查，避免冬季雾气、风浪等带

来的腐蚀损伤……国家电网推进电网改造提升，确保

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畅通输气管网。11 月 18 日，北起黑龙江黑河市、

南至上海市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全线完工，预

计年底前全线贯通投产。届时，每年可向东北三省、

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稳定供应天然气 380 亿立方

米。国家管网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今冬明春管

网整体日冲峰能力将达11.1亿立方米，较去冬今春提

升1.1亿立方米。

输气“大动脉”织密，城市供气“毛细血管”也要高

效运行。新奥能源京津冀区域公司负责河北省部分

城市燃气运营，总经理崔占海介绍，借助在线模拟仿

真系统，企业可以根据区域用户历年冬季燃气用量和

压力数据，提前预测今年冬季运营难点，针对压力低

的片区制订专项保供方案。同时，每天进行气量变化

分析，掌握输供状况，科学实施气源调度和管网调峰，

精准匹配下游用气需求。

看储备——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2亿吨

以上，地下储气库实现满库入冬

迎峰度冬，做好储气、存煤等工作，充实能源“粮

仓”，持续提升顶峰保供能力，同样重要。

广东潮州港，来自澳大利亚、满载 7 万吨 LNG 的

运输船，顺利靠泊到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华瀛LNG

接收站专用码头。今年9月，华瀛LNG接收站投入使

用，一期工程年接转能力达 600 万吨，可满足近 490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气需求，提升粤东地区乃至粤港澳

大湾区的天然气调峰保供能力。

按照“应储尽储”原则，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提

前开展储气库注气工作，目前，文96、金坛、文23等12

座储气库工作气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煤炭储备能力建设也在强化。山东能源集团已

累计建成9处储煤基地，形成1650 万吨可调度煤炭储

备能力。

山东能源集团战略规划部部长张海军介绍，对库

存告急电厂，他们按照应急分类处理原则，及时调整

电煤发运顺序和节奏，全力提升电煤应急保供能力。

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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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加强

统筹协调，多措并举做好度冬保暖保供各项工作。其

中，将重点抓好能源中长期合同履约，扎实做好存煤储

气工作，确保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的燃料稳定供应；督

促加快电源电网项目建设，做好北方清洁取暖工作；做

实做细应急工作预案，最大程度减少极端天气等突发

事件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来源：人民日报）

加强能源供应 保障温暖过冬
北方地区进入供暖季，季节性用能高峰期到来——

（本版信息除标注来源外由编辑整理）

本报讯 11月20日，青海省首个兆瓦级钙钛矿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青海华电西宁青海大学

高原兆瓦级钙钛矿0.1万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

项目首栋建筑共计116.72千瓦首次并网成功。

该项目位于青海大学，采取“自发自用”经营

模式，所发电量全部通过校园负荷消纳，同时配

套建设分布式光伏智慧监控平台。项目总装机

直流测容量 0.102 万千瓦，共安装 9996 块钙钛矿

组件、354块晶硅组件，涉及建筑屋顶15个。

青 海 首 个 兆 瓦 级 钙 钛 矿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项 目 首 次 并 网

本报讯 11月18日至19日，中国华电在四川省

凉山州盐源县境内的三个光伏项目共51万千瓦投

产，至此，华电盐源新能源基地运行装机达159.9万

千瓦，是四川省在运最大风光一体化基地。

据悉，本次投产的三个项目最高海拔达4000

米，通过“风光一体化”方式因地制宜推进开发。

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8.8亿千

瓦时，满足4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与同等规模

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6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70万吨，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四川建成最大在运风光一体化基地
装 机 容 量 达 159.9 万 千 瓦

能源速读

本报讯 近日，新疆首个风光火多能互补风光

同场项目——中煤哈密一通道80万千瓦风电+20

万千瓦光伏多能互补项目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该项目位于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作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二批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重点项目，是目前新疆地区一次性

建设规模最大的风光火多能互补风光同场项目。

该项目配备160台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20万千瓦

双面双玻组件，同步建设两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

以及一座500千伏升压汇集站，依托“疆电外送”天

中直流通道实现送出消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