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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能源发展面临结构性供应短缺、转化效率不高、能源结构不合理、用能成本较高等问题。在能源

发展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趋势下，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推进能源清洁化利用，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

能源短缺曾是长期制约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经过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到“十二五”末，

浙江一举扭转能源短缺局面，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并略有余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进入“十三五”

以来，我国能源供需进入从总量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的新阶段，能源发展形势呈现新特点。受此影响，浙

江能源发展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新时代能源发展的新特点

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2008-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近 4%，远高于世界平均 1.7%

的增长率。2016年以来，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回暖，2018年增长 3.3%。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仅为 59.6%，人

均 GDP仅为 6.46万元，低于全球 6.73万元/人的平均水平；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3吨标准煤/人，仅

为经合组织国家的一半。预计到 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 60亿吨标准煤，较 2018年增长近 30%，

到 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才基本稳定。

能源供应加速向清洁高效转型。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退出煤炭产能 8亿吨以上，30万千瓦以下不达

标的煤电机组基本关停。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2018 年的风电、太阳能装机规模分别是 2012 年的 3

倍、50 倍，能源清洁化发展趋势明显。2018 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 59%，较 2012 年下降近

10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 22%。能源效率显著提升，单位 GDP能耗较 2012年累计下降 23%。根据

规划，到 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从 2018年的 14.3%提升至 20%，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洁

能源满足，到 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一半，能耗强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能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攀升。我国能源整体缺口从 2000年的 0.8 亿吨标煤扩大至 2018年的 8.7 亿吨

标准煤，缺口比例从 6%提高到近 20%。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2018 年分别达到 70.5%与 42.9%。到

2030 年，以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60 亿吨标准煤，煤炭、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分别占 45%、15%、

20%的规划目标测算，全国石油消费量达到 8.6 亿吨，天然气消费 7100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分别将高达

73.3%和 60.5%。

能源价格从低价时代走向高价时代。自 2016 年以来，全国煤炭价格从最低 370 元/吨上涨至最高 700

元/吨，平均保持在 550~650元/吨的相对高位。布伦特油价 2016年以来整体呈现上涨趋势，平均在 60~80

美元/桶的相对高位波动。天然气价格近两年也普遍高涨，2017年 LNG价格最高达到 1万元/吨，较以前平

均 3500 元/吨的价格上涨 2 倍。今后一段时期，受能源需求不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影响，能源价格将一

直保持相对较高的价格。

表 1 2018年中国主要能源资源剩余可采量与可采时间



表 2 2030年 60亿和 70亿吨标煤下中国主要化石能源缺口预测

表 3 2030年 60亿和 70亿吨标煤下中国非化石能源装机需求预测

全国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能源高质量发展，就要实现能源供应清洁、高效、经济、安全。但当前我国能源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资源禀赋不平衡，清洁能源供应短缺问题严重。中国既是能源大国，也是能源小国。我国能源资源总

量排名世界第三，煤炭可供开采储量占全球 21%，水能理论蕴藏量占全球 12%。但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

资源储量低，仅占世界的 1.5%、2.9%，清洁能源可开采量有限。

控煤炭不可持续，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根据规划，2030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可达 60 亿吨标

煤，煤炭消费比重下降至 45%。据此推算，届时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 73.3%和 60.5%，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需达到 12.57亿千瓦，较 2017增长 87%。由于核电按目前论证上限为 1亿千瓦，水电资

源开发潜力已不大。非化石能源增量将主要由风光电来承担，至少要再翻一番以上，难度颇大。根据我国

当前能源消费的发展趋势，2030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很可能超过预期，达到 70 亿吨标煤，届时非化石能

源缺口会更大，能源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用能成本高涨，能源消费经济性受到严重挑战。煤炭是我国最经济的能源来源。在能源价格普遍上涨

的形势下，如果控制煤炭消费，用能成本将难以承受。将煤炭消费占比 45%和 60%两个情境进行比较，同样

是 60 亿吨和 70 亿吨的消费总量，煤炭消费占比 45%的结构要比煤炭占比 60%的结构，分别多支出 2.12 万

亿元和 2.47万亿元的全社会用能成本。



受“531”新政制约，全国风光电发展面临瓶颈。风光电是我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力。当前，无

论是风电还是光伏，均处于平价上网的边缘，依赖政府补贴。但 2018 年的“531”新政后，政府对新能源

的补贴力度大幅减弱，风光电发展面临一定困境，发展趋势受到一定影响，近年难以实现大的增长。风光

电技术发展进入瓶颈期，转化效率提升进展较为缓慢。

表 4 2030年中国 45%和 60%煤炭消费比重下的用能成本变化

表 5 2020年、2025年与 60%煤炭消费比重相较的浙江用能成本变化

浙江能源发展形势和挑战

“十一五”以来，浙江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 4.8%，高于全国同期水平。○① 2018年，浙江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 2.17亿吨标准煤，分别是 2006年、1980年的 1.6倍和 19倍；全社会用电量 4533亿千瓦时，近三

年保持 8%以上的较快增速，消费量排名华东第二、消费增速位列第一。原油消费量 2017 年首次突破 3000

万吨，同比增长 13.9%，2018 年消费 2800 万吨。天然气消费“淡季不淡、旺季更旺”，2018 年消费量达

到 13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8%。浙江既是能源消费大省，也是能源资源小省，一次能源自给率长期低于

5%，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供应严重依赖外部调入。在全国能源发展新形势影响下，浙江能源发

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结构性供应短缺严重。今后 5 年，浙江能源供需结构性、时段性供应紧张风险犹存。缺电或“卷土重

来”。据国家电力规划预测，“十三五”后两年与“十四五”期间，全省或将出现 200万千瓦和 1500万千

瓦的电力缺口。如果缺口全由省外调入弥补，则外来电比例会达到 50%以上，若逢节假日，外来电比例会

更高，电网安全风险显著增大。天然气紧张态势在 2021年之前不会根本改善。受基础设施建设周期的制约，



国内外产能在近 3-5年无法充分打开，天然气供需缺口或超预期。

用能成本居高不下。一是资源价格高。受煤价上涨影响，浙江“十二五”时期累计增加 2100多亿元的

用能成本。受油价、气价上涨影响，近三年年均多支出油气成本高达 200 亿元以上。二是输送成本高。浙

江处于能源供应末端，整体输送成本普遍高于周边省份，煤电与天然气成本较江苏分别高出 4分/千瓦时和

1 分/方，每年多支出约 92 亿元。三是“控煤”将推高全社会用能成本。浙江 2020 年和 2025 年能源消费

总量预测将分别达 2.2 亿、2.42 亿吨标煤，届时煤炭比重下降至 42.8%和 40.1%。若与煤炭消费比重 60%

的结构相比，预测 2020年和 2025年，浙江全社会用能成本将多支出 889.1亿元和 1124.3亿元。

消费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在“控煤”和新能源受“531”政策影响的情况下，浙江只能依靠大幅提升天

然气使用比例向清洁化转型。但天然气供应不是无限的。美国页岩气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工业气价折

合 0.73 元/方），方能支撑大规模使用。而当前的欧洲，因气价大幅上涨，局部已用回廉价的煤炭。以大

幅减煤为目标的能源结构调整任务将面临严峻考验。

能源转化效率不高。当前，光伏、风电实际能源转化率分别只有 16%和 25%，煤电平均为 38.5%，单

循环气电为 38%，核电平均为 33.5%，传统能源系统总体转化率不到 40%。采用多品种联合集中供应的综合

能源服务模式，转化率可达 70%以上。

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关注。上游资源价格随行就市，而下游实行价格管制，能源价格变动得

不到及时疏导，使中下游能源企业两头承压。2017 年煤价同比上涨 185 元/吨，浙江煤电上网价格因直供

电让利合计下调 0.9 分/千瓦时；2018 年煤价继续高位运行，全省煤电上网价格又累计下调 1 分/千瓦时，

导致省内煤电机组普遍陷入亏损边缘。2017年下半年至今，全省天然气采购成本累计上涨 0.28元/方，销

售气价一度下调 0.1元/方，省内天然气企业已经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

浙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能源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浙江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思想指引下，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继续支持风光电的开发利用。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有序推进地面光伏电站建设，集中力量发展以屋顶光伏为代表的分布式光伏产业。

保持对风光电地方补贴的支持力度。加快省内核电项目的核准与建设。推进三门二期和苍南核电项目核准，

加快海岛核电的选址与布局，力争在“十四五”末建成运行核电装机 1500万千瓦以上。加快氢能的布局与

应用。氢能是理想的替代能源品种。大力推进省内制氢与加氢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出台相关补贴与扶植政

策，尽快实现氢能的产业化、规模化推广。科学推进对生物质能的利用。采用以直燃/混燃—热电联产、中

小型气化—热电联产和生物质气化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取代直燃发电，全面提高生物质的经济性与转化效率。

有序推进天然气利用。天然气优先保障居民用气或取暖，以及高效的分布式能源领域。有序发展工商业用

气，原则上限制气电发展。

坚持走煤炭清洁化利用之路。大力提升超低排放煤电机组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超低排放煤电机组的出

力水平，将其用煤量占全省用煤总量的比例，从目前的 57.1%提高到 80%以上。大力推进集中供热。逐步淘

汰高能耗的小热电项目，加快对燃煤热电的改造，加速转向集中供热，节约煤炭使用量。控制降低原料用

煤。加快实现省内高污染煤炭炼焦业的退出，采用天然气制氢替代煤制氢，坚决减少直接燃烧的原料用煤

规模。



加快推进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发展。明确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实施路径。重视综合能源服务在今后浙江能

源保供工作和效率提升中的关键作用，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服务体系。加强用户侧用能管理，为

用户提供以智慧能源为核心的能源管家式服务，全面提升用能侧服务水平。尽快打破区域电网限制。加快

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消除阻碍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电网接入消纳的障碍，

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电价，优化监管方式，切实保证电网对综合能源服务项目公平、无歧视开放。出台

鼓励措施与补贴政策。根据财政状况适当安排补贴措施，鼓励上马一批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项目范例，加快浙江综合能源服务市场体系的构建。

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和保障体系建设。全力推进自贸区“一中心、三基地、一试验区”建设。加快自贸

区油气储运基础设施和交易中心建设，对标新加坡，打造世界级的油气大市场，增强全球能源资源话语权。

加快推进 LNG全国登陆中心建设。充分利用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宁波—舟山地区 LNG接收站布局与建设。

加快接收站输出管线建设，与国家沿海大通道连接，增强浙江天然气供应能力。加快省外清洁能源基地建

设。积极推进在西北、西南等地区的能源项目开发与合作，特别是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电基地的

建设，保障浙江电力需求的有效供应。尽早研究调整电源规划与政策，适度增加浙江装机规模。根据能源

需求形势变化，尽快启动对增加省内电源点布局的论证，在“十三五”末和“十四五”时期分别新增总量

为 200万千瓦、1500万千瓦的清洁煤电或核电项目建设，以满足全社会用能需求。重视外来电过快增长可

能带来的电网安全问题。从保障电力供应和电网运行安全考虑，借鉴美国、印度等地跨区域大停电事件的

教训，外来电占比不宜过高，应设置在 20%~35%的合理范围内。

加快推进能源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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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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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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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主要能源产品消费量，浙江 2006-2016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