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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
和承诺一周年之际，中国对绿色转
型再次做出新的国家承诺，即中国
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能
源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
已转向可再生能源

Current 时局·煤炭   ／   电力 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有中国融资参与的电站装机容量仅占13% 国际煤电主要投资者是美日英私营金融机构

已转向可再生能源能源投资

中国境外新增煤电装机容量与其中中国资本参与的煤电装机容量

能源基金会（EF）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中国拥有巨
大的煤电设备生产产能和煤电厂建设、运营优势，放弃这些优势，
彰显了中国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大国格局。

截至2021年1月，美国投资者在全球煤炭行业持有的股票和债券总价
值为6020亿美元，合计占全球煤炭行业机构投资的58%
日本和英国的投资者在全球煤炭行业的机构投资中所占份额分别位
居第二和第三位。

商业银行贷款方面，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日本商业银
行（760亿美元，23.5%）、美国商业银行（680亿美元，21%）
和英国商业银行（220亿美元，7% ）是煤炭行业的最大贷款来源。

此次承诺之前，中国在境外的能源投资已经逐步转向可再生能源领
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中，与可再生能源（光伏、
风电、水电）相关的投资超过50%，占比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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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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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简报：解决私营企业，特别是
发达国家私营部门煤炭融资的问题同样重要。西方国家和机
构若要与中国和其他投资煤炭的金融机构进行真诚、合理的
谈判，则应当拿出公认的数据，并在逐步淘汰私营部门融资
方面发挥领导力。

太阳能/风能 电力 天然气 石油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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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大幅收窄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8月全
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同比增长3.6%，这一
增幅是今年以来最低的，较7月份收窄9.2个
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收窄4.1个百分点。其
原因值得细究。

8月用电数据

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

电力紧张早在去年冬季就已经出现了，今年盛夏期间有所加剧。
截至目前，倡导有序用电，开启限电措施的省（区）包括：云
南、广西、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河南、宁夏、内蒙
古、安徽、河北、辽宁、吉林等。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各品种电源发电增速均放缓，水电降
幅进一步扩大。
可再生电源发电放缓，而煤电在煤炭供应偏紧，煤价高企之下发

电量大幅增加的难度在加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冬季，受经济稳定增长、取暖用电快
速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逐步攀升，有可能
超过今年夏季和去年冬季峰值。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增加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
强运行协调调度，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在各产业用电量均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增速明显低于其他
产业，而且收窄明显，较7月份收窄8.7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收窄
9.3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7亿

4851亿

1400亿

1249亿

13.7%

0.6%

6.2%

12.5% 

全国用电量增幅情况（%）

全国原煤产量、火电发电量、用电量增幅（%）

全国用电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居民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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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增速大幅放缓的原因，

显然不是国外一些媒体所说的“经济滞胀了”

国家统计局指出，8月，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国民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用电量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电力行业的供需关系

其中，影响较为普遍的就是高耗能行业，

如电解铝、水泥、氧化铝、钢铁、铁合金、石灰、建筑陶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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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会否遭
遇寒冬

渠道

北溪2号管道何
时建成、通气

生产

作为欧洲天然气
重要供给地，美
国天然气生产目
前深受飓风困扰

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近期，国际天然气价格暴涨引发关注。国内，天然气需求也
随经济复苏出现大幅反弹。作为“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过渡能源，国内天然气市场行情向好，受国际价格
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内LNG价格出现大
幅上涨。

LNG价格
屡创新高

国内LNG市场价格6~8月涨势扩大

取暖季价格继续看涨

2021年世界范围内天然气需求也出现了明显反弹，亚洲及欧美主要
天然气消费国家天然气库存水平较往年明显偏低。

在欧洲气价高企和全球LNG市场供需趋紧的支撑下，2021年取暖季
LNG现货采购价格或将依然坚挺。
据预测，2021年第四季度东北亚现货到岸均价或为21美元/百万英热
左右，折算后接收站现货进口成本将为7250元/吨；液厂原料气价格
预计不低于3.6元/立方米。

半年间，北美、英国和日韩三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分别上涨35%、
167%和165%。其中尤以欧洲和亚太市场的涨价为最，约达半年前的
三倍。进入2021年，国内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天然气需求也随之出
现大幅反弹。

业内专家：今年天然气价格很难降下去了，冬季保供会有一
定压力。我国的储气能力不足是最大短板，各企业应提前谋
划，做好充足准备。

主要天然气消费国家天然气库存水平偏低

欧洲天然气储气库库存率

2019～2021年同期终端LNG市场价格对比

进入“十四五”，“双碳”目标或使得我国天然气迎来快速发展的
机遇期。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复苏趋势良好，对于天然气的需求也
进一步增强。

需求大增与成本上涨促成价格上涨

2019~2021年国内天然气消费量及消费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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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县推进分布式光伏试点县
名单公布 央企积极布局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公布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
单的通知》，通知显示，试点县数量达
到676个，其中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
的试点县数量相对较多。开发企业多为
大型央企，行业合作模式也日益创新。

“整县推进”启动

中国分布式光伏自2016年步入发
展快车道，凭借“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的优势，得到市场青睐，取
得长足的发展

国家能源局统计显示：2020年，
全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48.2吉
瓦，其中分布式光伏15.52吉瓦

合作模式：“1+1+X”整县分布式光伏建设模式

1家具备实力的大型能源企业作为牵头企业——负责提供资
金、专业人员，协助地方摸排资源、编制方案、统筹推进项
目建设

1家政策性银行机构与牵头企业合作——提供绿色信贷支持

若干（即X）属地平台公司等根据产业链分工参与屋顶资源
协调落实、运行维护、信息监测平台搭建等

市场认为：具备大量资金的央企和具备技术和市场经验的民
企或存在合作的空间，形成新的行业格局。

据整理的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中
24县的开发企业中，主要为大型央企

其中开发企业为国家电投的县数量最多，为14县
其他央企也在加紧布局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市场
7月5日，国家能源集团计划，截至2022年年底开发（主
导、参与及签署开发协议）不少于500个县（市、区）域

央企入局推升明年中国户用及工商业需求量

浙江省落实计划的时间安排

中国组件各季度需求走势预测（吉瓦）

整县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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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分布式光伏行业由
原来的分散式开发向
集中式建设转变

极大地普及了社会对光
伏产品、产业的认知

统筹协调了光伏行业生
态的各方资源

加速分布式电站建设数
量的增长

通过政府全局性布局
和政策性推进

2022年8月底
前完成第一批
试点工作。

2022年年底对第一批
试点县（市·区） 
进行分析总结提升﹐
选择2～3地市进行
全市推广。

2023年起，在
全省省域范围
推广，2025年
年底前完成全
省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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