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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3万亿千瓦时，约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
风电光伏发电量已超过
同期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突破15%

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
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
总装机超过50%，历史
性超过火电装机

2024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

2023年能源高质量发展新成就

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

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能力稳步增强

能源改革创新纵深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扛牢能源安全首要职责    全面增强供应保障能力

瞄准能源科技自立自强    着力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高地

聚焦落实“双碳”目标任务    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发挥改革关键支撑作用    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着眼完善能源监管体系    持续提升能源监管整体效能

积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大力加强民生用能工程建设    持续提升惠民利民水平

超过50%26天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
2亿吨以上的历史高位，
可用天数26天左右

10亿千瓦

大型风光基地第一批已
建成并网4516万千瓦，
第二批、第三批已核准
超过5000万千瓦
全国风光总装机突破10亿
千瓦，在电力新增装机中
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户
用光伏规模突破1亿千瓦、
覆盖农户500多万

3.3亿千瓦

全 年 新 增 电 力 装 机 约
3.3亿千瓦，总装机达
到29亿千瓦,同比增长
12.9%，全国电力供应总
体稳定，经受住了迎峰
度夏等重要时段考验

1.76亿个

预 计 全 年 核 发 绿 证 约
1.76亿个，绿电交易电
量累计达到约611亿千瓦
时，分别是上年的7.8倍
和10.5倍

2亿吨以上

新建原油产能2250万
吨、天然气产能420亿
立方米，全年原油产量
稳定在2亿吨以上，天然
气产量超过2300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超过4.5%

协同推进车网互动核心技术攻关

● 加大动力电池关键技术攻关
● 研制高可靠、高灵活、低能耗的车网互动系统架构及双向充放电设备
● 加强车网互动信息交互与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加快建立车网互动标准体系

● 加快制修订车网互动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 同步完善标准配套检测认证体系
● 积极参与车网互动领域的国际标准合作

优化完善配套电价和市场机制

● 鼓励针对居民个人桩等负荷可引导性强的充电设施制定独立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 研究探索新能源汽车和充换电场站对电网放电的价格机制
● 建立健全车网互动资源聚合参与需求侧管理以及市场交易机制
● 鼓励双向充放电设施、储充/光储充一体站、换电站等通过资源聚合参与电力市场试点示范

探索开展双向充放电综合示范

● 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与园区、楼宇建筑、家庭住宅等场景高效融合的双向充放电应用模式
● 优先打造一批面向公务、租赁、班车、校车、环卫、公交等公共领域车辆的双向充放电示
范项目；鼓励电网企业联合充电企业、整车企业等共同开展居住社区双向充放电试点
● 结合试点示范，积极探索双向充放电可持续商业模式

积极提升充换电设施互动水平

● 大力推广智能有序充电设施
● 建立健全居住社区智能有序充电管理体系和流程
● 鼓励电网企业与充电运营商合作
● 探索研究针对不同类型智能有序充换电设施的电力接入容量核定方法和相关标准规范
● 鼓励充电运营商等接受业主委托，开展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
● 鼓励充电运营商因地制宜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场站，促进交通与能源融合发展
  
系统强化电网企业支撑保障能力

● 将车网互动纳入电力需求侧管理与电力市场建设统筹推进
● 支持电网企业结合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开展车网互动管理
● 进一步完善电网需求侧管理与电力调控平台功能
● 加快完善车网互动配套并网、计量、保护控制与信息交互要求与技术规范
● 优化电网清分结算机制，支持车网互动负荷聚合商直接参与电力市场的清分结算

76%

全国全面供应国VIB标准
车用汽油，油品质量世
界领先
维护燃料乙醇和乙醇汽
油市场稳定
开展生物柴油推广应用
试点示范
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清洁取
暖率达到76%

5.67万亿千瓦时

电力市场交易规模稳步扩
大，预计全年市场化交
易电量达到5.67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8%，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61.3%，通
过辅助服务市场挖掘调峰
潜力超1.17亿千瓦、增加
清洁能源消纳1200亿千
瓦时

2000亿元

全面提升“获得电力”
服 务 水 平 ， 用 电 报 装
“三零”“三省”服务
为电力用户节省办电投
资累计超过200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
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1月4日发布消息，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加
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
大力培育车网融合互动新型产业生态，有力
支撑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和新能源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目标

加强统筹协调

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试点示范

保障措施

重点任务

● 我国车网互动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建成

● 充电峰谷电价机制全面实施并持续优化

● 市场机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 加大力度开展车网互动试点示范

● 力争参与试点示范的城市2025年全年充

电电量60%以上集中在低谷时段、私人充电

桩充电电量80%以上集中在低谷时段

● 新能源汽车作为移动式电化学储能资源的

潜力通过试点示范得到初步验证

到2025年

● 我国车网互动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 市场机制更加完善

● 车网互动实现规模化应用

● 智能有序充电全面推广

● 新能源汽车成为电化学储能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力争为电力系统提供千万千瓦级的双向灵

活性调节能力

到2030年

栏目编辑：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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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SH：601857）

实现原油产量7.06亿桶，

同比增长4.3%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3.7万亿立方英尺，

同比增长6.1%

油气当量产量13.15亿桶，

同比增长5.1%

／  时局·煤炭  ／  油气Current 

2022年以来国有重点煤矿产量增速放缓 2023年以来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高于往年

油气勘探和增储上产
“三桶油”部署2024年煤炭需求

持续走高

2023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的油气
产量稳步提升，同时在油气勘探业务板块的投资
也不断加大。2024年，“三桶油”计划继续在油
气勘探业务板块加大力度推动增储上产。

增产保供稳价依旧是2023年煤炭工作的主基调，
原煤产量增速环比明显收窄，煤炭进口量增长显
著，供给端表现偏紧。需求端则在电煤消费拉动
下保持增长，2024年煤炭需求预计继续走高。

供给端略微吃紧

（亿吨）

需求端增长明显

2018～2023年10月底电力用煤消费量

2018～2023年10月底我国煤炭进口量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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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 （亿吨）

2012～2023年10月底原煤产量情况

同比增速 增速

2021 2022 2023

同比增速

国有重点煤矿原煤产量同比增速 全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速

我国原煤产量 电煤消费

进口量（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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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生产稳步提升

2024年继续加大油气勘探和增储上产

以“三桶油”旗下

主要上市公司为例

数据显示，2023年

前三季度——

中国海油（SH：600938）

实现净产量达4.997亿桶油当量，

同比上升8.3%，

创历史同期新高

中国石化（SH：600028）

实现油气当量产量3.76亿桶，

同比增长3.6%

其中，

天然气产量9929.8亿立方英尺，

同比增长8.7%

中国石油集团表示，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走在前、做示范

● 认真落实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 深刻认识只有先增储才能上产，要紧紧扭

住增加规模经济可采储量、提高SEC储采比

这个“牛鼻子”，努力实现增储和上产的良

性循环

● 强化国内勘探，加大风险勘探力度，大力

提升探井质量，高度重视油气藏评价工作，

实现SEC储量储采平衡目标

● 强化海外勘探，以合同为基础、以效益为

中心，加大现有项目勘探力度，加大优质资

源新项目获取力度，努力实现规模效益增储

● 强化攻关突破，深化地质理论创新，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进原创技术策源

地建设，着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 强化管理创新，突出价值创造，进一步深

化内部改革，加强矿权保护和管理，坚持依

法合规治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环保水平，

切实提升勘探效率效益

中国石化集团表示，

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把能源的饭碗端在

自己手里

推动油气业务取得更大突破，厚植资源根基

● 在高质量勘探上抓落实抓成效，持之以恒

推进“深地工程”大突破，坚定不移推进非

常规油气勘探大突破，积极稳妥推进海域油

气勘探突破

● 在效益开发上抓落实抓成效，全力推进原

油稳增长、天然气快上产

● 在增强极端情况能源保供能力上抓落实抓

成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走出去获取优质

油气资源力度

● 在提质降本增效上抓落实抓成效，在降低

油气盈亏平衡点、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上下

功夫

中国海油集团表示，

着力加大增储上产力度

进一步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进一步提升海外资产管控创效能力

进一步增强协调发展水平

夯实主责主业

● 充分认识油气勘探的重要性、紧迫性，不

断提高油气储量规模，争当国内油气增储上

产主力军

● 锚定大中型油气田勘探思路，加大领域探

索力度，坚定不移走领域突破之路

● 加强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攻关，努力提高勘

探本领，不断获取新形势下的油气勘探新成

果

信息来源：相关公司2023年度油气勘探开发大会>>

煤炭消费增速与消费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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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023年12月24日，山东烟台，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博强3060”海上风电安装船在中集来福士山

东烟台建造基地交付。该船是目前国内最新一代深远海一体化大型风电安装船，在作业水深、甲板可

变载荷、起重吊装能力等方面均为“国内之最”。

2/ 2024年1月1日，西藏那曲，世界超高海拔地区最大的风力发电厂——那曲欧玛亭嘎100兆瓦风电项目

正式投入运行，一年可以向那曲市送电2亿千瓦时，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同时减排二氧化碳

20万吨。

3/ 2023年12月22日，江苏苏州，中国石油“油气氢电光非”全业态全场景综合能源站落户昆山花桥。智

能加油机器人正在工作。

／  时局·图片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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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1/ 2024年1月5日，日本石川县，北陆电力公司承认，在能登

半岛地震中，志贺核电站受损情况比此前公布的严重，相关

设备的漏油量是原先公布的5倍多。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影

响，志贺核电站自2011年3月以来一直未重启。日媒认为，

此次能登半岛强震带来的影响将使志贺核电站重启问题再陷

争议。

2/ 2023年12月29日，德国德累斯顿，洪水导致易北河河水泛

滥，沿岸自行车道被淹没。

3/ 2023年12月12日，喀麦隆雅温得，恶劣天气使运输汽油的船

只在港口停靠时遭遇延误，当地出现汽油短缺，许多加油站

关门，一些还在营业的加油站仅出售有限的汽油，引发人们

排队购买。

4/ 2023年12月13日，玻利维亚拉巴斯政府宫，玻利维亚国家锂

业公司和俄罗斯铀壹集团代表签署了在乌尤尼盐沼建造三座

锂电池工厂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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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热议

光伏行业
如何看待供需矛盾？

2023年12月，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宿迁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了2023光伏行业年度大会。在大会论坛上，业

界人士就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降本增效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阶段性产能富余的原因是什么？一是企业要通过投资来

获取发展；二是地方政府要实现产业转型，大力吸引企业投资建厂；三是大量私募基金进入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行业过热时不妨冷一些，但“一刀切”会造成行业的骤冷。冷热交替，新能源

才可有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上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关于扩产，总体来说还是乐观的，说明大家都认为，

在全球经济走势不确定的情况下，以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趋势是确定的。经过短期振荡，

产业会越来越理性，市场主体也会越来越看清产业发展的规律。

@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TO宋怡潇：短期来看，整个产业链确实在利益收入方面存在低

谷，比如产能过剩。因此，首先要提高光伏行业的生产能力，通过不断地研发、提升转化效率，

进而实现降本增效。长期来看，技术上的提效空间广阔，光伏行业发展前景良好。需要将投资集

中到技术和生产方面，不断进行降本增效，从而促进我国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

@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华：近几年，异质结光伏组件已经实现大规模量产，

并且在设备、原材料方面逐步实现国产化，生产成本不断下降，量产效率不断提升。过去做一体

化布局的企业大多基于成本考量，但是做异质结需要更多进行技术考量，将不同环节的问题进行

交叉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提效降本的方法。创新的着力点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设

备、新产品和新应用，从这五个方面进行降本增效，光伏行业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理性看待产能过剩

注重技术降本增效

输电线路覆冰

知识点

信息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

输电线路可能会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形成覆冰，这取决于多种气

象因素和环境条件。覆冰形成的必要气象条件包括较高的空气

平均相对湿度（≥85%）、较大的风速（≥1米/秒）、较低的

气温及导线表面温度（-5℃~0℃）等。

根据对电力系统的危害程度，覆冰主要分为白霜、雾凇、雨

凇、混合凇四种类型。其中，雨凇和混合凇附着力强，易导致

输电线路故障。覆冰通常是多种结冰类型的组合，不均匀覆冰

或不同时期脱冰都会对输电线路产生严重危害，易引起机械和

电气方面的事故，因此需要及时处置。

目前，覆冰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图像检测法、拉力法、在线监测

与人工观冰相结合等，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巡检等常规

巡检作用有限，但在铁塔上安装可视化装置及后台智能化系统

可帮助及时准确地掌握线路覆冰情况。

覆冰的防治包括交、直流短路电流融冰等方式，可持续对覆冰

电力线路开展融除冰。此外，还有移动式直流融冰装置可以随

车移动，完成架空线路中任意段的融冰工作，以保障线路安全

稳定运行。

智趣

“电子土壤”刺激植物幼苗生长

瑞典林雪平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名为“电子土壤”的技术，通过将纤维素和导

电聚合物混合制成新型栽培基质，对水培大麦幼苗的根系进行电刺激。结果显示，15

天后，大麦幼苗的生长速度提高了50%。“电子土壤”的优势在于能耗低且没有高压危

险，未来有望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帽子随时随地“翻译”脑电波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一款便携式、非侵入式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解

码脑电活动并将无声的想法转化为可见的文本。根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该技术可帮助那

些因疾病或受伤而无法言语交流的人进行沟通，也有望实现人与仿生肢体或机器人等设

备之间的无缝交流。

可提升防护装备性能的新型柔性智能抗冲击材料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柔性智能

抗冲击材料，其与乙烯-醋酸乙烯酯类共聚物（EVA）低密

度泡沫共混复合制成的新型防弹衣的性能明显提升。这种材

料具有一定的自主调控能力，在受到冲击时能更好地吸收和

分散动能，有望用于提升多种防护装备的性能，以及柔性有

机发光二极管防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护、运动及家居防护

等方面的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