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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持续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我国在能源领域将采取多项举

措，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坚持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放在首位，持续巩固“电力稳

定可靠、油气底线可保、煤炭压舱兜底、新能源高质量跃升”良好态势。

一、强化化石能源安全兜底，推进新能源发展

我国将强化化石能源安全兜底保障，处理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能源开发和节约利用等关系，

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

障。巩固提升油气产量，合理保持煤炭产能，增加战略储备和调节能力，能源的区域协同保障。实

施油气中长期增储上产发展战略，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推进老油田稳产，加快新区建产，强化

重点领域油气产能建设。加快储气设施建设，推进地下储气库、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罐工程。

加强油气管道保护，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推动已核准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在建煤矿项目尽早投

产达产，核准一批安全、智能、绿色的大型现代化煤矿，保障煤炭产能接续平稳，在安全生产基础

上，推动产量保持较高水平。建立煤炭产能储备制度，加强煤炭运输通道和产品储备能力建设，提

升煤炭供给体系弹性。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我国将稳步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以及水电、核电等的建设，持续完善绿

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巩固扩大风电光伏良好发展态势。稳步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有序推

动项目建成投产。统筹优化海上风电布局，推动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稳妥有序推动海上风电向深水

远岸发展。做好全国光热发电规划布局，持续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推动分散式

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在条件具备地区组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

动”。开展全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编制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制定

长江流域水电开发建设方案。有序推进重大水电工程前期工作，积极安全有序推动沿海核电项目核

准，建成投运山东荣成“国和一号”示范工程1号机组、广西防城港“华龙一号”示范工程4号机组

等。

通过这些举措，2024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将达到49.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量达到9.96万亿

千瓦时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5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

达到17%以上，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取得新成效。

二、加快能源利用改革和清洁能源消费替代



4 / 5

自从“双碳”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始终以技术发展创新为引领，以市场化机制为保障，持续驱

动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我国加大清洁低碳能源消费替代力度，协同推进能源产业节能减

污降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重点领域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推动交通用能电气化，优化城市、

公路沿线和居民社区充电网络，加大县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创建一批充电设施建设

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探索开展车网双向互动。促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持续向好发展，因地制宜

推进超低排放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和地热、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供暖，逐步发展电力、工

业余热、核能供暖等多种清洁供暖方式，推动具备条件的清洁供暖项目稳妥有序实施。推进农村能

源革命试点县建设，以点带面加快农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9.7亿千瓦，同比增长14.7%。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6.5亿千瓦，同比增长56.9%；风电装机容量约4.5亿千瓦，同比增长

21.3%。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预计，在电力消费方面，2024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9.8

万亿千瓦时，比2023年增长6%左右。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4.5亿千瓦，比2023年增加1亿

千瓦左右。在电力供应方面，2024年新投产发电装机规模将再超3亿千瓦，到2024年底，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将达到32.5亿千瓦，同比增长12%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18.6亿千瓦左右，占

总装机的比重上升至57%左右。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13亿千瓦左右，首次超过煤电装

机规模，占总装机比重上升至40%左右。

三、推进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安全可靠、清洁低碳和经济高效。技术创新是推动转型发展

的核心动力，市场化调节是激发转型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政策激励低碳高效用能转变倾斜，鼓励先

行先试，并给予持续性的激励。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重点在于电力、碳配额交易和自愿

减排量交易等市场体系的加速建设，推动跨省跨区新能源消纳、系统灵活性保障和电碳联动的长足

进步。

以技术创新为关键发力点，我国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不断增强，形成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经济新

动能。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依托技术、装备创新实现蓬勃发展，正在改变传统依赖

化石能源资源的发展方式，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注入强劲

新动能。持续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先进能源材料是新能

源开发利用的物质基础，对我国新能源与储能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先导性、战略牵引性作用。锂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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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材料、镍氢电池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氢能及燃料电池材料、风电转换材料等是实现能源转

化利用、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要加快打造更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

争力强的头部企业。提升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消费信心，聚焦超长寿命高安全性储能锂离

子电池开发，推进固态电池研发和应用，加速推进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氢燃料电池、超级电容

器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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