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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清洁能源示范省创建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能源清洁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构建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对于降低全社会用能成

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保持浙江经济强省领先地位，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撑作

用。

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供应效率

推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统的单一能源供给方式，难以满足企业和居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能源

需要，并且用户侧冷、热等能源二次转换，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降低了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能

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综合能源供应体系建设，以燃煤、燃气热电机组为主能源动力站，以光伏、

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储能为补充，通过智慧能源互联网，将“电、油、气、热、汽、冷”等生

产原料和综合能源服务统一调配至区域内用户，实现清洁能源一站式供应、销售和服务，构建全新的智慧

能源供应及服务体系。在区域内建立多能互补，能量梯级利用“、源-网-荷-储”一体化、智能化供给系统，

在用能终端全面实现“电替代油气”“热/汽替代散烧燃煤锅炉”“低品质蒸汽制冷替代电制冷”，实现综

合能源供应、多能互补、集约清洁、智能高效、供需侧耦合响应。

推进需求侧价格机制改革。“十三五”前两年，浙江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达 3.5%，高于浙江省“十

三五”能源规划预期 1.2个百分点，能源“双控”面临巨大的压力。推进能源需求侧价格机制改革，通过

价格的手段倒逼高排放强度、高耗能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科学用能，合理用能。以行业标杆企业用能为基

准，建立需求侧能源价格机制，引导能源价格和用量相关联，采用“亩产能耗”和清洁能源占比，对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的用能进行差别化定价，由物价部门指导供能单位在原有的初始能源价格基础上，增加一

定比例的能效附加费，该附加费汇总形成清洁能效奖励基金，用于激励企业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提高

清洁能源占比，优胜劣汰，从而降低浙江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

理顺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由于燃料成本上涨不能疏导，同时降低终端电价气价政策因素影响，

电力和天然气供能企业政策性亏损进一步扩大，浙江的电力和天然气产业已经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应加快建立健全浙江气价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建立浮动的价格体系并尽快实施到位，全面疏导价格矛盾，

引导需求侧削峰填谷，促进整个产业链健康发展。按照世界通用的净资产回报率合理确定管输价格，根据

煤价变化按照行业通用的煤电投资回报率合理调整上网电价。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煤炭在浙江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接近一半，高质量推进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关键

在于如何做好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必须提高统调燃煤机组的煤炭占比，降低地方

小容量、低参数机组的用煤，严格限制居民散烧用煤。推动统调燃煤机组的供热改造工作，提高机组综合

能效，在统调机组供热半径内，限制或关停地方小热电，以统调燃煤机组集中供热替代现有的小热电供热，

实现能效和环保的双重提升，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水平大幅提高。



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的比重。电气化水平提高有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从能源的终端利

用效率来看，电能的终端利用效率最高，可以达到 90%以上；燃气的终端利用热效率约为 50%-90%，而燃煤

的终端利用效率通常不高于 40%。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的比重，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的能源消费新模式，推广电能替代技术及产品将成为提高电气化水平的主要途径，应主要提升建筑、商业

领域的采暖、热水，交通领域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居民生活领域的电炊、采暖、热水等

领域的电能替代。

完善能源供给格局，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构建坚强的电力供应体系。浙江电力需求增长势头迅猛，“十三五”期间除了三门核电和镇海迁建项

目外，没有其他大型电源项目可以建成投产，电力供应面临较大压力。构建坚强的电力供应体系，不断加

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省内电力输送瓶颈问题，释放现有省内电源的出力。随着国家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不断深入，浙江外来电占比将逐步提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省内火电机组深

度调峰调频。从目前“西电东送”情况来看，过度依靠外来电解决浙江电力供需缺口，或许出现当电力紧

张或者当地产业发生调整时，目前宽裕的电力输出省份会截留电力，导致浙江电力供需无法平衡。在浙江

能源双控和煤炭减量的大方针下，合理削减非电行业用煤，推进乐清三期、嘉兴四期、台二二期、六横二

期等省内大型电源建设，不但可以满足电网对调峰调频的需求，同时对构建浙江坚强的电力供应体系打下

了坚实基础。

打造石油全产业链。浙江省油品供能市场相对垄断，以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为主导，民营及其他

主体运营的加油站（点）数量少、规模较小、位置较偏、盈利能力相对较差。组建浙江石油公司和浙江石

化公司是响应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油品储运基地、国际石化基地、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国际

油品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示范区功能定位的重要举措，打造集原油贸易、储运、油

品加工、销售、保税燃料油、综合能源服务于一体的油品全产业链，是打破油品市场垄断、降低用能成本、

保障用能安全的重要途径。应加快制定石油产业发展的相关专项规划，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整合省内现有

存量资源，提升浙江在石油领域的掌控力度。

构筑多气源一环网的天然气保障体系。提高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比例对高质量推进清洁能源示范省

建设，围绕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煤改气”工程

的不断推进，全省用气量显著提升，坚持全省天然气“六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平衡、统一

调度、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有利于提升浙江对天然气的掌控力，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天然

气运行调度中，省级管网实现互联互通、统一调配，提高了管网的输送能力和供气安全性，无论管输距离

长短，实行全省同网同价，极大地降低了偏远地区的清洁用能成本，推动全省经济均衡发展。在浙江天然

气主干管网推进中，省级管网建设加快向浙西南山区延伸“，县县通”加快向偏远县市延伸。全国各地天

然气需求涨势迅猛，供需关系紧张，西部气源不足以保证浙江的天然气需求，加快省内 LNG接收站建设，

扩大海外 LNG 供应，有利于缓解浙江天然气供需紧张的不利局面。构筑多气源一环网的天然气保障体系是

提升浙江能源供应安全，提高清洁能源占比的重要途径。

优化经济结构，降低单位产值能耗

2018年，全行业用电量 4533亿千瓦时，万元 GDP电耗方面，第一产业 107.6千瓦时/万元、第二产业

1380.0千瓦时/万元、第三产业 216.4千瓦时/万元。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一半，用电量只占 1/6，万元

GDP电耗只有第二产业的 1/6，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浙江在能源双控背景下保持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 GDP居第二位、万元 GDP电耗最低，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低碳环保的理想选

择；房地产业虽然 GDP 和单位电耗方面也都跻身前三位，但是由于目前房地产业泡沫过大，对于实体经济

有相当的反噬影响，不宜加大力度推动房地产业发展；批发零售业 GDP 占比较高，这与浙江传统商业发达

及电子商务快速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单位电耗也有不错的表现，是提高第三产业产值的重要保障；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业同属浙江省八大万亿产业，GDP 占比和单位能耗

均处于第四位，未来将是浙江经济一项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高质量推进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应坚定不移地壮大第三产业发展，重点培育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扶持批发零售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双赢局面。

浙江的能源消费总量将随经济稳步增长，单位 GDP 能耗将随经济结构转型持续下降，能源结构将随能

源产业的调整持续优化。浙江能源的发展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开放能源开发的相关政策，提高能源

的有效供给。加快开放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政策，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水平，有序推进煤电和核电增量

建设，缓解浙江用电紧平衡态势。二是推进能源的供给和消费深度耦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大力支持

综合能源供应业态发展，以用户侧综合能源需求为导向，构建相匹配的多类别综合能源供应，逐步引导用

户侧消除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方式，从而降低用能成本。三是加快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能源的供应安

全。加快推进天然气“多气源一环网”、原油/成品油管网及附属设施建设，提高浙江能源运输效率，保障

能源供给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