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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转型的五条核心路径

2024/12/3　　 关键字：　　 来源：[互联网]

  ——《中国能源转型展望2024》执行摘要部分内容
  [中国石化报 2024-12-02]
  近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中国能源转型展望
2024》执行摘要（简称：执行摘要）正式发布，展示了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明确路径，也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能源转型展望2024》简要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能源转型形势，回顾了近十年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巨大变
化，并利用模型对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愿景下我国能源系统的转型前景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和全球制定能源战略规划及重
大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执行摘要指出，能源转型将为我国实现2060年前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作出决定性贡献，并从五个方面提
出了我国能源转型的核心路径和结论。本版选取部分内容进行分享，敬请关注。
  本版文字由 本报记者 魏佳琪 整理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2023年，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之前上升了1.45摄氏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形
势日趋紧迫。能源活动贡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6%，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是，能源转型并非一
蹴而就，必须要突破绿色、经济、安全三重制约，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安全保供、稳定就业等各种因素，才能持续推
进。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努力推动能源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为未来能源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能源发展仍
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转型任务艰巨等诸多挑战，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能源转型展望2024》在深入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态势的复杂性后，提出了基准碳中和情景（BCNS）和
理想碳中和情景（ICNS）两种预测模型。报告指出，经过巨大努力，能源转型能为我国实现2060年前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作
出决定性贡献。到2060年，我国经济规模将增长为2020年水平的3.3～3.6倍。按当量热值计算，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先增加后下
降，到206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峰值下降1/3左右。BCNS和ICNS两种情景下，随着能源转型技术（包括碳捕集等负碳技
术）和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我国能源系统可以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助力2060年前实现经济社会系统的碳中和。
  节能和提高能效是能源转型的前提，持续的电气化是迈向碳中和的有效途径
  如果不能有效节约能源，则能源转型对绿色能源的需求量更大，实现能源转型难度更大、速度更慢。因此，节能和提高能效
是能源转型的前提和基础。
  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狭义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是指提高能源技术效率；广义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是指提高能源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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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即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预计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按电热当量法计算，下同）将先上升后下降，2060年，
一次能源消费量比峰值下降1/3左右。
  在电气化方面，狭义电气化是指终端用能部门直接用电；广义电气化是指终端用能部门使用电力、由电制备的合成燃料，以
及用电产生的商品热。2023年，我国的狭义电气化率和广义电气化率为28%左右，预计2060年我国的狭义电气化率提高为59%
～62%，广义电气化率提高为79%～84%。交通运输部门的电气化率提升最快，建筑部门电气化可达到的比例最高。2060年，
终端用能领域中工业、货运、航空等领域仍然需要一些化石能源作为支撑，是最难减排的领域。加强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有利于
最新的高效节能技术和电气化技术在我国和全球推广，加快工业、建筑、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步伐。
  建设风光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转型的必然选择
  能源供应低碳化是能源供应侧转型的主要途径，非化石能源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电力是核心要务。2023年，我国发电装机结构
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53.9%、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46.1%。到2060年，我国发电总装机容量需要105.3亿～118.2
亿千瓦，是2023年的4倍左右。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将在96%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在93%～94%。预计
2060年，核电和抽水蓄能装机容量分别达到1.8亿千瓦和3.8亿千瓦，加装碳捕集与封存设备的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3亿千
瓦。
  能源转型要始终坚持“先立后破”。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增长与电力系统控制能力逐步增强的基础上，煤电一边
从基荷电源向调节电源、备用电源逐步转型，一边自然退役。加强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供应能
力和电网安全。
  构建高度智能化的电网新形态，是新型电力系统建立的核心要义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我国能源转型的核心举措，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好“源、网、荷、储、氢”各类资源的发展，形
成“大互联、小平衡”电网形态。
  一是优化电网格局。到2035年基本形成“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区域互济”的电网结构，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电网
像“海绵”一样灵活应对电力供需变化；到2060年，西北、东北、华北地区的电力外送规模合计比2022年提高140%～150%。
  二是持续加强配电网建设。适应大规模分布式新能源发展，推动配电网从“无源”的单向辐射网络向“有源”的双向交互系
统转变；以工业、农业、商业、居民可再生能源自发自用为重点，形成海量零碳配电网支点，为超过50亿千瓦分布式光伏、分散
式风电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推进多网融合。借鉴国际合作经验，构建以电氢为枢纽、电力热力交通全面融合的能源网络新形态。到2060年，我国绿
氢规模3.4亿～4.2亿吨标准煤，电制氢和电制合成燃料将成为支撑电网负荷平衡、促进电网跨季节调节的重要补充手段。电化学
储能能力在2.4亿~2.8亿千瓦/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在4.8亿～5.4亿辆，相关的车网互动能力在8.1亿～9亿千瓦/年，为电力系统提
供即时响应能力。
  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动力来源，能源新质生产力孕育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能源转型的鲜明特点，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的低碳零碳负碳新技术、新装备、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
空间，孕育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从能源装备需求看，2060年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合计在100亿千瓦左右，我国风电光伏设备的资金需求将从2023年2万亿元
左右增长为2060年6万亿元左右，未来30多年投资需求累计超过160万亿元。从用能设备需求看，能源转型需要我国在未来30年
间对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的用能设备进行更新或改造，电炉钢、氢基竖炉炼钢、绿氢化工、超低能耗建筑、高效热
泵采暖、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低碳零碳用能设备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从实现碳中和的零碳、负碳技术看，发展碳
捕集与封存（CCS）、工业二氧化碳循环利用等技术是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必须要从当前着手研发和规划。
  未来30年，我国能源系统的设备更新和改造将全面进入加速期，能源设备更新改造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
供持续的内生动力。加强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有利于我国与世界各国携手降低能源转型新技术的制造成本、服务成本和使用成
本，推动全球和我国更早实现碳中和。
  能源体制机制改革需不断深化，同时构建推动能源转型的法律制度体系
  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必须有能源体制机制的改革作为保障。
  从能源法律制定和修订看，化石能源主导时期建立的能源法律法规标准已难以满足能源转型的需要，要建立与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愿景相匹配的能源法律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强化法律义务、制定奖惩措施。从能源市场改革看，要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全
国统一的电力市场，逐步推动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性的电力市场体系。从能源价格改革看，要发挥碳定价对能源活动
的“指挥棒”作用，持续推进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从能源统计等基础制度看，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和
热力、生物质能、氢能等非化石能源的统计能力，完善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建立绿氢、绿氨、绿醇等绿色能源证书制度。加强能
源转型的国际合作，有利于与世界各国在立法和能源治理方面深入交流，为我国能源转型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

友情链接

http://www.zgmstv.com/
http://www.cctvms.com.cn/
https://www.cppei.org.cn/
https://www.cppei.org.cn/about/
https://www.cppei.org.cn/contact/jszx.asp
https://www.cppei.org.cn/bhhd/
https://www.cppei.org.cn/ttxw/
https://www.cppei.org.cn/hyyw/
https://www.cppei.org.cn/syshsc/
https://www.cppei.org.cn/syshkj/
https://www.cppei.org.cn/lyyshgc
https://www.cppei.org.cn/cygc/
https://www.cppei.org.cn/ktyzcgc
https://www.cppei.org.cn/jnhbxny
https://www.cppei.org.cn/zcfg
https://www.cppei.org.cn/zjlt/
https://www.cppei.org.cn/project/
https://www.cppei.org.cn/jsjl/
https://www.cppei.org.cn/skbj/
https://www.cppei.org.cn/hyzc/


Copyright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十六楼     邮 编：100013      办公电话：010-64212605   010-64212343

传 真：010-64212605     电子信箱：cppei_818@163.com      研究会网址：www.cppei.org.cn

京ICP备1400510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788号 技术支持：北京国联资源网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102003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