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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编辑部

十问
中国能源

持续发问，是因为问题正日益复杂。

2021年的冬天，会是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冷冬吗？

2022年的春天，中国能源如何与经济联袂前行、行稳致远？

后疫情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的“能源强国”应如何筹谋？碳排放

“双控”该如何落地？

满屏都是“云大物移智链”，到处都是硬核“黑科技”的当下，低调的能源

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担当起大国重器的责任？

……  

为此，本刊邀请业界专家从10个方面深入探讨2022年能源形势。这些问题一

直列在能源议题设置清单上，只是排序有所变化，今年占据首位的是能源安全战

略。问题角度不同、解法各异，折射出能源行业对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矢志不渝

的追求。

刚刚过去的202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也在悄然创造着能源历史。很多年以

后，人们回望这一年或许会发现，正是因为能源行业越发回归市场、贴近规律，

才凝聚出推动能源革命、建设能源强国的核心动力。从供应导向到供需互动，从

化石能源到新能源，发展速度从与经济紧密耦合到逐渐脱钩，或许这才是能源发

挥真正价值的高光时刻，也是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点睛之笔。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也在深刻影响着能源。不能打败我们的，只会让

我们更强大。

有人叹息时光一去不回头，有人主动破局开辟生门，以事功见担当。

徐徐追问之际，方能发现本心，接近愿景。人生认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砥砺奋斗者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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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测算表明，新能源每投资

100亿元，可提高社会总产出约300

亿～400亿元，贡献GDP约80亿元。

同时，电力投资和相关技术创新对各

部门产出的带动作用也在逐渐增强。

从要素角度看，表面上能源消费

与经济增长呈逐渐脱钩趋势，2030

年后趋势将更加明显。在全球范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亚历

山德罗维奇·登金认为，到2035年

前，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的依赖性

将进一步减弱。中国工程院的研究

显示，2021～2025、2026～2035、

2036～2050、2051～2060年期间，

GDP年均增速分别为5.6%、4.9%、

3.9%、2.7%，同期的一次能源消费

增速分别为1.9%、0.4%、-0.7%、 

-0.8%。

从深层次来看，能源与经济的耦

合关系更为紧密。一方面，工业、

交通、建筑电气化水平持续提高，

2060年将分别从目前的30%、30%、

5%提升至50%、75%、50%；另一

方面，电力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必要条件，将成为“基础设施的基础

设施”。《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

2021》数据显示，电网资源配置平台

作用凸显，特高压线路输送可再生能

源电量占比为45.9%。

再看投资侧。2021年6月，国际

能源署（IEA）发布《2021世界能源

投资报告》称，2021年全球能源投资

将增长10%至1.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

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瑞银全球研究

团队估算，全球希望实现净零排放，

现有资本将投向清洁能源。从现在到

2050年，单单转化能源体系这一项就

需要120万亿～160万亿美元的累计投

资，且这一数字或许还偏保守。

效率方面，据国网能源研究院发

布的《2021国外能源电力发展及转型

分析报告》数据，中国输电能效已居

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电网侧，世界平

均线损率为6.55%，中国平均线损率为

4.44%，较2009年下降1.64%。

一直被视为国民经济命脉的能

源，如今正在成为平台和孵化器，致

力于搭建生态圈，发挥着带动引领作

用，正所谓润物无声、大音希声。

能源大国再启程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

建设能源强国，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

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

能量之源再出发
能源是经济的命脉。根据国家能

源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第一季度，

我国居民人均月用电量首次突破70千

瓦时——达到72.4千瓦时。

能源电力须臾不可或缺，其重要

性早就被人认知。传统能源的热力学

定律更是被奉为圭皋。1921年诺贝

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索迪认

为，热力学定律“最终控制着政治制

度的兴盛和衰亡、国家的自由与奴

役、商务及工业的命脉、贫困与富裕

的根源，以及人类总的物质财富。”

具有产业属性和要素属性的能

源，可以作为经济部门拉动经济增

长，还可以作为基本要素支撑生产力

提高，《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

皮书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

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

经济年均7%的增长。另有数据显示，

从2001年到2020年的20年间，我国以

能源不到翻两番，支持了GDP增长超

10倍。

如今的能源电力正在面临新的形

势：

从产业角度看，能源尤其是电力

的产业属性增强，具备成为先导产业

2022年能源工作重点任务

在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

局部署了2022年能源工作的七大重点任务

全力保障能源安全 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推进能源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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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从能源大国成为能源强

国？对于大型能源系统，如何平衡安

全与转型，做到稳中求进，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专家表示，电力将成为未来能源

系统的核心，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坚

持能源类型多元化、供给方式多样化

策略，均衡电能与非电能源发展的关

系。

在中国价格协会能源和供水价格

专委会副秘书长侯守礼看来，能源强

国需要涵盖安全、经济、环保等层

面，本质上就是要以较低的成本、有

竞争力的价格保证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和清洁低碳。降成本需要技术和政

策、商业共同驱动，综合考虑全社会

以及电网企业投资效率，需要设计全

系统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价格机

制。

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

突破1万亿千瓦时。分电源类型看，截

至2021年11月底，全国水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88亿千

瓦、3.05亿千瓦和2.87亿千瓦，均持

续保持世界第一。

如今，清洁能源创新已经步入无

人区，没有任何现成的解决方案可以

型发展。

下一步，为了让“实施以碳强度

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

度”早日落地，业内人士认为，应尽

快完善碳排放“双控”相关配套细

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碳排放“双

控”制度。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王志轩建议：首先，建立完善的

碳排放统计、核查体系，摸清家底。

其次，在掌握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经

济发展水平、产业和能源结构、能源

消费情况等，制定重点行业的碳排放

强度控制标准，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相

对的碳总量控制制度，再逐步过渡到

绝对总量控制阶段。同时，以全国总

体效能提高为导向，考虑区域平衡等

因素，面向不同地区科学分解可以分

解的指标，对不能分解的指标，要通

过明确的措施加以推进。再次，还需

建立监督制度、法规标准等配套文

件。

当然，碳排放“双控”同样需要

统计、监测能耗指标，仍需坚持节能

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关键是避免简

单将能源消费总量与“双碳”目标挂

钩等运动式“减碳”行为。

借鉴，新兴技术创新对于我国实现碳

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直面的现

实就是，传统按照5500小时设计的电

力系统该如何与低于2000小时的新能

源匹配？而如何设计更优的系统，支

撑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过渡，就成为建

设能源强国的基础性问题。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院副院

长高峰表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要

避免从“削峰填谷”走向“削极填

谷”。在他看来，需要在顶层设计和

规划阶段就考虑最合理、综合成本最

低的方案来应对极端情况，可以从技

术角度探索新型电力安全调度方式，

从管理角度探索新型调度考核方式。

另一大挑战是经济增长与“双

碳”目标如何“兼得”。通过碳排放

“双控”建立有控有放、精准科学施

策的机制，体现了决策层同步实现能

源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发展的策略。

对此有分析认为，碳排放“双控”与

能耗“双控”的共性在于，在以化石

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下，二者具备正

相关性，但实施碳排放“双控”可有

效避免能耗“双控”的局限性，可以

在控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之间寻求平

衡，同步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转

（本文由本刊记者王伟执笔，李易峰亦有

贡献）

坚定不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提升能源监管效能 全方位拓展能源国际合作 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