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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是一个长期过程

 文／史玉波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促进我国能源和经济

系统加速转型升级。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将面临碳排放量大、能源

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碳达峰到碳中和缓冲时间短等诸多挑战。我们要正确认识能源转型的

挑战，尽早明确碳中和场景下能源生产消费转型升级的路径，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

展，统筹集中式和分布式开发利用方式，力争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增长，着力减少

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同时要留有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和调整期，实现绿色低碳平稳转型。

“十四五”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国家将出台更加严格的碳约束

政策和碳减排措施，地方政府也将积极采取行动，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践

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能源领域将是主战场。推动碳减排就必须推动以化石能源为主

的能源结构实现转型，能源低碳化意味着从供应方到消费方都要进行系统性转变，这对能源

行业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能源企业需要直面挑战、主动应对，积极参与低碳能源的生产

发展、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为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从长期来看，我国能源转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达102亿吨，排放的主要来源为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

其中煤炭贡献的占比达70%以上。因此，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推动未来能源系统

向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可以预见，未来可再生能源将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力军

成长为“碳达峰、碳中和”的主力军。因此，需要明确厘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从一个长期的视角来看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当前，电力行业的能源

消耗比例呈现为正三角形，即火力发电占主导地位，而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

程中，则要求电力行业的能源消耗比例逐步呈现倒三角形，即非化石能源发电占主导地位。

其次，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这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也是全球范围

内新能源革命的必然要求。

再次，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逐步适应能源结构调整的长期过程，

需要顶层设计、总体谋划、不断探索、循序渐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还需要配套的体制机

制，才能保证能源的供应、输送以及需求的整体安全。同时，系统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

新、理念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缺一不可。

最后，我们还需要融入现代工业技术，利用数字技术、5G通信技术构建新型智慧型电力系

统，使其能够灵活自适应地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因此，我们要积极拥抱数字化、智

能化等先进技术，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借助绿色投融资手段，促进能源经济可持续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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