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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再电气化进程 
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文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舒印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 , 发展壮大新动能 , 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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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贯彻落实好这些重要部署，破

解能源发展难题，需要坚持以电力为中心，大力推进再

电气化。

19 世纪后期电的发明和在 20 世纪的广泛利用，直

接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繁荣发

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持续深化，全球范

围正在开启新一轮电气化进程，即再电气化。与传统能

源生产和消费方式下的电气化相比，再电气化从能源生

产环节看，体现为越来越多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通

过转换成电力得到开发利用；从终端消费环节看，体现

为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如电气化交通的大规模

发展。随着电驱动、电加热、电取暖等设施的应用，民用、

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领域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的

力度将越来越大。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过程，实质上

就是再电气化的过程。

为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大力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

2017年底，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4

亿、1.6 亿和 1.3 亿千瓦，均居世界首位。大量清洁能源

通过特高压电网，从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部地

区。通过实施清洁供暖、建设港口岸电等措施，国家电

网公司累计推广以电代煤、以电代油项目 10 万余个，完

成替代电量 3600 亿千瓦时。与 2000 年相比我国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 12 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增幅

高 8 个百分点。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能源

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当前存在两对亟待解

决的突出矛盾：一方面我国化石能源占比依然很高、散

烧煤超过 5 亿吨，另一方面大量清洁能源装机空转、“三

弃”问题突出；一方面新能源因为具有间歇性特点、需

要在更大范围消纳和配置，另一方面统一电力市场机制

不健全、省间壁垒突出。

破解能源发展难题，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从国家层面制

定实施再电气化战略，主动适应和引领我国再电气化进

程。要坚持以电力为中心、以电网为平台、以提高电气

化水平为目标，强化统一规划，统筹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和布局优化，统筹做好清洁能源开发、输送和需求之间

的衔接，统筹推进市场机制建设、网络平台建设、调峰

能力建设和关键技术攻关。尤其要着眼发挥电网的能源

转换枢纽和基础平台作用，加快完善以特高压为骨干网

架的坚强智能电网，打造广域泛在、开放共享的能源互

联网，提高优化配置能源资源能力，为清洁能源大规模

并网消纳和电力替代其他终端能源提供有力支撑。预计

2030 年，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将达到

55% 左右，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提高到 30% 左

右。未来的美好社会，必将是高度电气化的社会。

（原文刊发于 3 月 7 日《人民政协报》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