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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电力行

业 700 座注册登记和登记备案的水电站

大坝运行单位及主管单位安全责任人

名单。

国家能源局要求，各电力企业要进一

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电力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大坝安全责任体

系和应急工作机制，强化大坝运行全过

程安全管理，确保大坝运行安全，防范大

坝安全事故发生。

5 月 20 日，第 25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来临之际，位于南盘江广西隆林县和

贵州安龙县交界处的南方电网天生桥二

级水电站正式启动生态流量泄放。标志

着我国百万千瓦级引水式水电站首次生

态放流改造圆满完成。

随着天生桥二级水电站生态放流孔阀

门开启，清澈的江水从大坝底部奔流而下，

源源不断涌入河道。从此，电站每年将给

下游河段泄放不低于5.3亿立方米的来水，

相当于38个西湖的水量。这不仅彻底解决

了电站下游河段的减脱水问题，还为河段

鱼类等生物筑造栖息家园，为生物多样性

创造良好环境。

5 月 19 日至 20 日，2025 能源电力转

型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同步举

办国内外知名学者学界对话、CEO 圆

桌会议等专题研讨，发布海上风电柔

性直流装备、高比例新能源大电网运

行控制、国家电网公司光明电力大模

型、“双 800”特高压直流标准化成果等

4 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要科技

成果，为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提

供强有力支撑。

2025年水电站大坝管理单位安全责任人名单公布

4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要科技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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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4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4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上工业）原煤、原油、电力生产增速

回落，天然气生产增速加快。

数据显示，4月份，原煤生产稳定增长。规上工业原煤产量3.9

亿吨，同比增长3.8%，增速比3月份回落5.8个百分点；日均产量1298

万吨。1—4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15.8亿吨，同比增长6.6%。

4 月份，原油生产保持增长。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772 万吨，

同比增长1.5%，增速比3月份放缓2.0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9.1万

吨。1—4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7181万吨，同比增长1.2%。

4 月份，原油加工有所放缓。规上工业加工原油 5803 万吨，

同比下降1.4%，3月份为增长0.4%；日均加工193.4万吨。1—4月

份，规上工业加工原油24027万吨，同比增长0.8%。

4 月份，天然气生产增速加快。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215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8.1%，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3.1 个百分点；日均产

量 7.2 亿立方米。1—4 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874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5.3%。

数据显示，4月份，规上工业电力生产平稳增长。规上工业发

电量71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9%，增速比3月份放缓0.9个百分

点；日均发电237.0亿千瓦时。1—4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2984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0.1%，扣除天数原因，日均发电量同比增长0.9%。

分品种看，4月份，规上工业火电降幅持平，水电由增转降，核

电增速放缓，风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其中，规上工业火电同

比下降 2.3%，降幅与 3 月份持平；规上工业水电下降 6.5%，3 月份

增长 9.5%；规上工业核电增长 12.4%，增速放缓 10.6 个百分点；规

上工业风电增长 12.7%，增速加快 4.5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太阳能

发电增长16.7%，增速加快7.8个百分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

4月份原煤生产稳定增长
风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

5 月 20 日、22 日，国家能源局分别发布

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4月份全国

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7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从分产业用电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0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3.8%；第二产业用电量 528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0%；第三产业用电量 139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9.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0%。

1—4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1566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量 29840 亿千瓦时。从分产业用

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42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0.0% ；第二产业用电量 20497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3% ；第 三 产 业 用 电

量 5856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6.0% ；城 乡

居民生活用电量 4789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5%。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

装机容量 34.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5.9%。其

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9.9 亿千瓦，同比

增长 47.7%；风电装机容量 5.4 亿千瓦，同比

增长 18.2%。1—4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

计平均利用 1008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03 小时；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

投资 1933 亿元，同比增长 1.6%；电网工程

完成投资 1408 亿元，同比增长 14.6%（详见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来源：国家能源局）

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7% 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15.9%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1—4 月，原煤产量

排名前 10 家企业的原煤产量合计为 7.8 亿吨，同比增加 4727 万

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49.4%。

据统计，1—4月，原煤产量排名前10家企业具体为：国家能源

集团20337万吨，晋能控股集团13395万吨，山东能源集团9165万

吨，中国中煤9007万吨，陕煤集团8501万吨，山西焦煤集团6183万

吨，华能集团 3487 万吨，潞安化工集团 3291 万吨，河南能源集团

2517万吨，淮河能源集团2435万吨。

（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1—4月原煤生产排名前十企业
产 量 同 比 增 加 4727 万 吨

5 月 20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电力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健全电力应

急组织指挥体系。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

调、属地为主、分工负责的原则，完善国家

指导协调、地方属地指挥、企业具体负责、

社会各界参与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电力

应急指挥机制。国家能源局负责电力突发

事件应对的指导协调和组织管理工作，国

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指导、协调辖区内

电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地方电力管理部

门要将电力应急纳入本地大安全大应急框

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完善指挥协调机制，牵

头做好本行政区域电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和综合协调；电力企业要服从电力应急工

作的统一指挥，具体实施电力应急监测预

警、抢修恢复等工作。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电力应

急力量建设。国家能源局细化明确国家级

电力应急基地和研究中心建设节点、能力

标准、保障要素等要求，推动建成 7 个国家

级电力应急基地和 2 个研究中心并形成实

战能力，不断提升跨区跨企应对重特大突

发事件协同作战能力。推动省、市、县级电

力应急力量建设。地方电力管理部门要根

据本区域电力企业情况和电力设施设备规

划布局，深入分析电力突发事件风险，落实

“专兼结合、平急结合、精干有效”的省、市、

县三级电力应急力量。重点推进电力企业

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基层灾害应

急避险能力。落实电力企业应急力量常态

化编组。各级电力企业要针对可能面临的

电力突发事件和应急需求，明确“平时”应

急专兼职队伍编组，定人、定岗、定责，落实

电力应急物资储备，定期开展应急处置培

训演练，与国家和地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专业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建立协同机

制，不断提高电力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能

力。注重发挥电力应急专家库作用。相关

单位要建立电力应急专家遴选、管理、使用

等机制，加强国家和地方电力应急专家库

管理，在电力应急体系规划、电力应急预案

编制、电力应急演练组织、电力应急能力评

估、电力应急抢险和风险隐患排查中充分

发挥专家支撑作用。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提升电力应

急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能力。地方电力管

理部门要指导电力企业健全完善与应急、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林草、地震等部门

的信息沟通机制，综合研判气象灾害、森林

草原火灾、地震地质灾害以及多灾种叠加

影响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因素，采用有效途

径和手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电力企业要

加强大面积停电风险因素分析，强化对电

力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影响电力系统安全

运行的各类外部因素及水电站大坝状态的

安全风险评估，利用情景构建等手段逐一

排查安全风险隐患，不断优化电力安全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实现电力安

全风险隐患底数清、动态明，重大风险可

控、在控。

《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电力应

急预案体系。电力企业要结合实际制定电

力应急综合预案、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

案，推进电力应急预案表格化、数字化、简

约化，不断提升电力应急预案的针对性、有

效性和可操作性。各单位要综合运用信息

化手段创新桌面推演、沙盘推演和综合演

练方式，积极开展非剧本式、无脚本化随机

场景电力应急演练。国家能源局选取重点

区域定期组织开展大面积停电应急救援演

练；省、市级电力管理部门及省级以上电力

企业，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电力应急综合

演练或桌面、沙盘推演，探索积累超大特大

型城市电力应急处置经验。电力企业要健

全电力应急培训管理制度，完善培训激励

和约束机制。针对应急指挥、应急救援等

不同人员每年制订培训计划，分层次、分类

别、全方位开展培训。依托国家级电力应

急基地探索创新电力应急“线下+线上”融

合培训方式，按照每年三分之一滚动培训

模式，力争每三年完成一次电力行业应急

人员培训全覆盖。

《指导意见》提出，电力企业要加强电

力应急装备和重要设备备品备件储备，针

对性优化电力应急专用物资的品种、规模、

结构、布局。进一步规范应急物资和装备

维护管理，提升电力应急物资全程监管、统

一调拨、动态追溯等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建立健全灵活机动的储备运行机制，及时

更新换代。

（来源：国家能源局）

编者按：在人工智能加速

发展变革的当下，能源国资央

企在数字化转型中积累了哪

些优势、取得了哪些成绩?在

人工智能领域做了哪些布局?

应当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实

体 产 业 中 注 意 规 避 哪 些 问

题？日前，本报记者对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人

工智能技术委员会委员李超

进行了专访。

记者：近年来，能源央企

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积

累了哪些优势？

李超：能源央企充分认识

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机遇，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发展显

著提速，已成为引领技术与产

业变革的排头兵与新引擎。

第一，能源央企具备海量

数据资源积累，构筑了 AI 大

模型发展的基石。能源产业

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在能源生

产、传输、消费各环节持续沉

淀海量数据资源，这些高价值

数据是驱动 AI 技术突破的核

心要素。

第二，能源央企具备丰富

的应用场景，能够充分释放人

工智能技术价值。生成式 A1

与决策优化模型在能源领域

展现出多维应用潜力，涵盖能

源调度、设备故障诊断等核心

场景。这种“技术+业务”深

度融合，正在重塑能源生产和

消费模式，在深层次推动能源

产业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

动”质变。

第三，能源央企加大投

入，政策资金双轮驱动创新。

能源央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号召，在 AI 建设方面保持充

足投入，这是持续推动 AI 创

新的重要基础之一。同时，很

多央企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

创新平台、设立联合实验室等

机制，打造“A1+”能源融合关

键技术的策源地。

记者：能源央企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布局主要围绕哪些

方面展开，取得了哪些成绩？

李超：在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人工智能决策部署与国

务院国资委“A1+”专项行动引领下，国资央

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所在产业深度融

合。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发布后，短

短两个月时间已有超 20 家能源央企完成

DeepSeek 本地化部署，将其应用于经营和

生产管理中。

一是能源央企加快建设智能算力中

心。无论电网、发电还是油气企业，都在构

建国产化算力集群，这些基础设施为能源行

业大模型研发应用提供底层支撑。同时，依

托全产业链优势，在火电、煤炭、新能源、石

油石化等领域构建一批高质量数据集。

二是在行业大模型方面，已有几十家央

企自研或联合研发行业大模型，其中能源

央企是主力军。这些行业大模型的发布，

往往是基于开源或者闭源的通用大模型，

加入企业自身积累的数据训练而成，扩充

和丰富了大模型的内涵和应用场景。

三是典型 AI 应用遍地开

花结果。在能源生产、物资采

购、日常办公等领域，众多高

价值应用不断涌现，在提升业

务效率、优化客户体验、降低

安全风险等方面，已有很多可

量化的产出。

记者：在更好更快推动人

工智能赋能能源行业战略性

任务中还面临哪些挑战？

李超：能源企业在深入推

进“A1+”专项行动中面临的

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AI技术自主可控要

求高。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可

解构为算力、框架、模型、应用

四层架构，每一层都面临不同

程度的“卡脖子”风险，需要企

业做好统一规划与技术选型，

从源头上解决自主可控问题。

第二，数据安全要求高，

共享有限制。能源领域的数

据常常涉及国家能源安全、企

业商业机密及用户隐私等问

题，在充分挖掘数据潜在价值

的同时，确保数据隐私不被泄

露已成为能源行业模型训练

亟须攻克的难题。

第 三 ，场 景 选 择 难 度

大。能源领域场景多样，如

何选择价值高、可落地的场

景也是难题。如果在场景规

划时选择了落地难度大或价

值并不高的场景，势必影响

场景建设效果。

第四，人工智能复合型人

才短缺。能源企业在推进智

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高端复

合型 AI 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短

缺困境。尤为突出的是，兼具

深厚能源行业知识底蕴与前

沿 AI 技术能力的跨界人才极

度匮乏。

记者：在推动Al技术赋能

上下游产业链中，能源央企应

当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又

应当注意规避什么问题？

李超：能源央企作为我国

能源行业的中流砥柱与领军

力量，在深耕自身 A1 技术革

新、驱动内部智能化转型的同

时，肩负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

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任。

第一，头部能源央企在完

成 AI 算力与行业大模型建设后，不仅可用

于自身业务，还可向行业提供算力和模型

服务，以降低行业整体资源消耗，加速行业

智能化落地。

第二，能源央企可主动向行业中小企业

及科研机构开放高价值业务场景应用，搭

建技术验证与开发平台，通过共建场景实

验室，加速 A1 技术在业务环境中的落地转

化，形成“需求牵引——技术突破——应用

反哺”的闭环创新机制。

第三，牵头制定能源领域数据分类分级

标准接口规范及安全协议，构建跨企业数

据流通基础设施。

第四，通过“资本+技术”双轮驱动策略

以战略投资、联合实验室等方式，系统性扶

持产业链上下游 A1 初创企业，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创新主体，推动 AI 技术集群式突破

与产业化应用。

国家能源局发布进一步加强电力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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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策解读解读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截至2025年 4月）

数 读能源

指标名称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全国供热量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其中：水电

火电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单位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克/千瓦时

万百万千焦

万吨

小时

%

%

%

亿元

亿元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1-4月

累计

348685

43772

145500

6083

54119

99205

294.3

277584

17063

1008

4.3

0.6

5.5

1933

1408

14052

265

1298

0

1996

10493

同比增长

（%）

15.9

3.0

4.1

6.9

18.2

47.7

-2.1*

0.2

-0.8

-103*

-0.24▲
0.01▲
-0.09▲

1.6

14.6

5169*

-7*

381*

0*

312*

4483*

注：1.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及其中的分项指标截至统计月的累计装机

容量。2.“同比增长”列中，标*的指标为绝对量；标▲的指标为百分点。

（来源：国家能源局）

保障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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