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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刘国跃：

加快布局和释放煤炭优质产能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刘国

跃日前建议，坚定发挥好煤炭主体能源作用，以

煤炭为锚，做好保供稳价和能源安全，加快布局

和释放煤炭优质产能， 更好统筹能源保供和绿

色转型。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重要能

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短期不

会改变，必须发挥好煤炭主体能源兜底保障作用，

做好煤炭大文章、煤电大事，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 ” 刘国跃说，我国煤炭产业链供应链

还面临煤炭产能总体规划和统筹配置有待加强，

优质产能接续项目审批流程多、历时长、进展慢等

问题。

刘国跃表示，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之大者” 。 他建议，坚定发挥好煤炭主

体能源作用。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总结能源保

供实践经验，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煤炭为

锚，做好保供稳价和能源安全，持续稳定煤炭生产

供应，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强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保障进口多元稳定，引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

理区间，以煤价稳促电价稳，加快支撑性调节电源

建设，提升能源安全供应水平，盯紧重点地区、重点

时段用能需求，多能互补，切实稳住能源大盘。

同时，加快布局和释放煤炭优质产能。 坚持全

国一盘棋，充分发挥资源储备“稳定器” 和“蓄水

池” 作用。 完善煤炭产能规划和区域发展职能定

位，完善矿业权出让管理法规，实现各类投资主体

公平竞争。 新增资源优先向安全生产效率高、综合

协同好的煤炭企业倾斜。

他还建议，更好统筹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 在

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前提下，发挥好煤电的兜底

保障作用和系统调节作用，落实两个联营协同发展

机制， 支持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和高效供给消纳，

大力推进“沙戈荒”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促进

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加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

实现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互为支撑、有序替代，协同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孟振平：

促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孟振平日

前表示， 应加快建设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依

托区域电网建设区域电力市场，促进电力资源在更

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依托区域电网建设区域电力市场

孟振平建议，加快建设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依托区域电网建设区域电力市场，促进电

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完善衔接机制，

推动打破各地交易壁垒，促进多层次电力市场协

同运行。 同时，加快跨省跨区输电价格等配套机

制改革，完善价格传导机制，疏导一次能源发电

成本，进一步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保供稳价

积极作用。

他还建议加快构建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

场机制，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完善发

电容量补偿机制，保障火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

等调节性资源和安全保供电源的建设运行成本

合理回收。

以“两化协同” 促进“两型建设”

两会期间， 孟振平提交了关于数字化绿色化

协同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提

案。 他建议，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发展，以绿色化

带动数字化升级， 以数字电网为关键载体加快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能

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推动能源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

孟振平表示，数字电网依托“数据+算力+算

法” ，统筹解决海量主体泛在、多维时空平衡、实

时双向互动等难题，可支撑多能协同互补，促进源

网荷储互动，推动多网融合互联，是“两化协同”

的集中体现，在“两型建设” 中切实发挥关键载体

作用。

他建议将 “两化协同” 作为重要内容， 深化

“两型建设”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

与的发展局面。 同时，将数字电网作为数字中国建

设的重要行动项，纳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

系一体规划、一体建设。 加快数字电网建设，打造

“两化协同” 标杆示范、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典型实

践。 支持电网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延链

强链补链，推动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 此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强数字技

术、绿色技术等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组建创新

联合体，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

发挥核电基础支撑作用 高度关注核安全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

杨长利日前表示，为充分发挥核电战略价

值和积极作用， 建议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进一步加大核电发展力度，未来十年保持

每年核准开工10台以上机组的稳定节奏；

拓展核能应用的空间布局，在清洁基荷电

力供应保障能力不足、碳排放和污染物排

放强度过大的内陆地区，尽早启动核电项

目的规划建设工作，力争“十四五” 实现

核准开工；做好核能供暖示范项目经验总

结，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核电是增强能源安全重要选项

据介绍，在“双碳” 目标下，按照

2030年、2050年核发电量占比分别达

10%和18%测算， 核电在运装机至少需

要分别达到1.5亿千瓦和3.8亿千瓦。“根

据这样的测算， 我们未来十年必须保持

每年核准10台以上核电机组的发展力

度。 ” 杨长利说。

“在践行‘双碳’ 战略大背景下，我

国无法再大规模新增化石燃料进行发

电，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占比日益提

高的电力系统中，需要核电作为‘稳定电

源’ ，与新能源形成互补，发挥基础支撑

作用。 ”杨长利表示。

拓展核能应用空间布局

“大力发展核能，对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落实‘双碳’目标、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杨长利表示，目前我国核

电发展空间布局尚不平衡，全部集中在沿

海区域。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积极稳妥

推进“双碳” 目标的新形势下，拓展核能

应用的空间布局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核电建在内陆是普遍现象。据统计，

全球内陆在运、 在建核电机组比例高达

64%、44%，美、法、俄等核电大国超半数

机组在内陆。

杨长利表示， 全世界核电在内陆和

沿海采用相同的安全标准， 我国高度关

注核安全问题，采用的“华龙一号” 等自

主三代核电技术是全球最先进、成熟、安

全的技术，满足内陆建设核电要求。

针对内陆核电的安全问题，杨长利表

示，我国规划的内陆核电厂址具有足够抗

震裕量、抵御洪水和干旱的能力。“近年

来，针对主要关注的水资源保障、低放废

液排放、严重事故对流域影响、应急预案

可行性等问题，核电界开展了大量深入细

致的研究论证，结论表明在内陆建设核电

技术上完全可行。 ”杨长利说。

非电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除了提供电力外， 核能在清洁供暖

供热、海水淡化、制氢等非电领域也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2022年11月1日，中广

核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

正式投运供热， 该项目惠及当地近两万

居民。 ” 杨长利介绍，此外，山东海阳核

电站和浙江秦山核电站在保障安全发电

的同时，也开展了核能供暖示范。三个项

目累计供暖面积590万平方米，每年减少

标煤消耗1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8万吨。

杨长利表示，下一步，中广核将做好

核能供暖示范项目经验总结， 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稳步扩大供暖规模， 助力新

型城镇化建设，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贡献中广核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温枢刚：

推动新型储能产业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着眼于新能源与储能的优化发展，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温枢刚

日前表示，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配置储

能，加快建立“新能源+储能”一体化调度

机制，推动新型储能产业科技创新，提升

储能设施准入标准，同步推进市场建设。

“加快发展新能源是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 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大举

措。 ”温枢刚介绍，2022年我国新增新能

源装机1.25亿千瓦，连续3年超过1亿千瓦。

作为可有效平抑新能源输出功率波动、提

升电网安全稳定性的关键支撑技术，新型

储能近年来发展迅速。 按照国家规划，到

2025年， 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要达到

3000万千瓦以上。 各地规划的“十四五”

新型储能总规模要超过国家总体目标，其

中“新能源+储能”是主要方向。

他建议， 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配置

储能，加强对各地发展储能的指导督导，

充分挖掘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 推动新

能源配置储能向实际需要转变。 根据电

力系统运行实际调节要求， 以市场化方

式引导各类主体投资建设。 充分考虑电

源特性，优化新能源配置储能的规模。鼓

励新能源基地集中配置储能， 支持储能

容量租赁市场建设，积极发展共享储能、

电网侧储能、用户侧储能。

同时，进一步提升利用水平。应加快

建立“新能源+储能” 一体化调度机制，

积极推动新能源配置的储能向独立/共

享储能发展，提高已建储能利用率；推动

新型储能产业科技创新， 提升储能设施

准入标准，确保安全可靠。

他表示，进一步加快市场建设。推动

已出台的储能“政策包”落地见效，明确

储能市场定位，加快电能量市场、辅助服

务市场和现货市场建设，丰富交易品种，

以市场化方式体现储能的多元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建议

统筹做好规划布局 大力推动煤电设计革命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

良日前建议，加快推进绿色新型煤电建设，统筹做

好煤电规划布局， 完善煤电健康发展长效市场机

制，大力推动煤电设计革命。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煤电装机规模约11亿千瓦，

占比46%左右，年发电量占全社会发电量约60%。

宋海良指出，目前看，煤电仍将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作为我国电力供应的基础保障性电源。 随着

“双碳” 战略深入实施和新能源发电占比快速提

升，煤电的功能定位将逐步从基础保障性电源向系

统调节性电源、应急备用电源转变。

“煤电利用小时数下降将成为必然，电力系统

对煤电深度调峰、 快速变负荷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煤电相关技术体系、设计标准、价格机制亟待进

行相应革新，以高水平利用小时数作为煤电经济性

评价基准也难以继续适用。煤电亟待科学规划规模

布局，集中攻关关键技术，探索创新绿色‘新型煤

电’ ，加快煤电转型。 ” 他说。

宋海良建议，统筹做好煤电规划布局。 合理规

划未来煤电装机， 特别在中东部和南方等受电地

区，选择煤炭消费集中区、靠近煤炭运输铁路和港

口等地区，适当布局一批煤炭储配保障基地，针对

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煤电功能定位，对新建煤电在

装备设备、工艺系统层面进行定制化设计和建设。

同时，完善煤电健康发展长效市场机制。结合煤

电定位转变，适应性改革煤电行业体制机制，构建煤

电企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体系。 强化中长期市

场和现货市场衔接， 加快建立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的电源侧容量市场或容量补偿机制， 完善辅助服

务市场。深化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提升煤电企业融资能力。推进煤电联

营兼并重组，积极推进“煤电+新能源”融合发展。

他还建议，大力推动煤电设计革命。 结合煤电

定位转变，推动煤电相关技术体系、设计标准、价格

机制等革新。加快革新设计规范、经济性评价准则，

以适应更低利用小时数、 更低最小技术出力需要；

加快革新系统设计、设备配置、主辅机本体设计，以

适应快速变负荷、快速启停需要；加快革新工艺布

置，以适应煤电与生物质燃料结合需要。 定制化推

动“新型煤电” 设计，针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煤

电功能定位，在装备设备、工艺系统层面进行定制

化设计和建设。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立足我国能源

资源禀赋，总结能源保供实践经验，做好保

供稳价和能源安全，更好统筹能源保供和绿

色转型。 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配置储能，加

快建立“新能源+储能” 一体化调度机制。同

时，推动新型储能产业科技创新，提升储能

设施准入标准，确保安全可靠。

立足资源禀赋 协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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