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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唐山公司研制的世界
首列商用型氢燃料混合动力
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日
前在唐胥铁路载客运营。这也
是全球范围内，氢燃料电池有
轨电车首次商业运营，标志着
我国在新能源轨道交通领域实
现重大突破。

氢燃料电池技术是全球清
洁能源开发利用的主流方向，
通过氢与氧的直接电化学反应
发电，是电解水的逆过程，能量

密度高、噪音低、无污染，发电
反应最高温度不超过100℃，不
产生氮氧化合物，唯一的排放
物质只有水，是真正的“零排
放”。经过4年多攻关，中车唐山
公司率先在全球首次突破了燃
料电池/超级电容混合动力牵
引和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研制的有轨电车完全取消受电
弓和接触网，填补了该领域空
白，实现污染物“零排放”和全
程“无网”运行。

唐胥铁路具有136年历史。
唐山市为打造工业特色旅游产
业，充分利用“中国铁路零公
里”及“老工业基地”等特色景
区的吸引力，将唐山南站、开滦
矿山公园、启新1889工业园及
南湖风井组成的“中国铁路源
头游”三条铁路打造成唐山工
业旅游线路。

据悉，唐山工业旅游线路
采用氢燃料电池有轨电车，无
须架设接触网，不用沿途安装

第三轨和充电桩，完整保留了
百年唐胥铁路的原貌。列车采
用世界最先进的100%低地板
技术，车厢地板距轨道面仅35
厘米，无须站台；最小转弯半径
仅19米，可沿现有城市道路直
接铺设轨道，在地面行驶和停
靠，乘客轻松搭乘。线路运营全
程13 . 84公里，有轨电车一次快
速加氢只需15分钟，可持续行
驶40公里，最高运行时速70公
里。

中车唐山公司介绍说，氢
燃料混合动力有轨电车，不仅
可以最高速度持续运行，而且
在制动、停站时，由燃料电池和
制动能量回收系统为超级电容
和蓄电池充电，能量回收率达
30%以上。这种零排放、无污
染、低噪声、能源可再生、转化
效率高的新型轨道交通工具，
体现了创新与环保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来
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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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增速大幅

回升

数据显示，全国能源消费
增速从2015年的1%、2016年的
1 . 4%，提高到今年前三季度的
2 . 8%。相应的用电增速从0 . 5%、
5%，提高到6 . 9%。煤炭消费结束
了持续3年的负增长。前三季度
天然气增长约15 . 7%，四年来首
次实现两位数增长。能源消费
实现了全面回暖。

“具体来看，今年来用电增
速大幅回升，主要用电行业需
求回暖，电能替代加快推进。受
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夏
季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
高。”李福龙说，前三季度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 . 9%，增速
比去年同期提高2 . 4个百分点。
其中，二产用电量同比增长6%，
比去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

从用电结构看，前三季度，
二产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9 . 6%，
已连续6年下降，累计下降5个
百分点。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
比重连续7年下降，累计下降
3 . 9个百分点，其中钢铁行业
用电占比累计下降3 . 7个百分
点。“这充分反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力有效，传统耗能行
业加快市场出清，好的趋势更
明显，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李
福龙说。

同时，发展动力在增强，新
动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用电

数据看，三产用电增速连续三
年保持在7 . 5%以上，对用电增
长的拉动作用2015年为0 . 9个百
分点，2016年和今年前三季度
均为1 . 4个百分点，已经成为用
电增长的稳定器。

值得注意的是，地区间发
展更加协调。2015年，东、中、西
部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0 . 5%、
0 . 1%和0 . 8%，用电增长主要靠
东、西部地区拉动，中部地区的
贡献率偏低，只有5 . 9%。今年前
三季度，东、中、西部地区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6 . 8%、6 . 7%和
7 . 1%，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达到46%、22%和32%，
中部地区对全国用电增长的拉
动作用不断增强，与东、西部地
区的差距明显缩小。

●可再生能源成

新增电力主力

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
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各类可再生能
源发电新增装机6300万千瓦，
其中光伏发电4300万千瓦、风
电 9 7 0万千瓦、水电 8 2 0万千
瓦。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约占
全部电力新增装机的 6 7%左
右，与今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目前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
新增电力的主力，清洁能源替
代作用日益突显。”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李创军说。

规模扩大的同时，可再生
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前三
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 . 17万亿千瓦时，约占规模以
上全部发电量的25%，其中水
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
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0 . 3 %、
26%、70%和25%；弃风、弃光率
分别为12%和5 . 6%，同比分别
下降了6 . 7个百分点和3 . 8个
百分点，新疆、甘肃等重点地
区弃风率分别下降了1 2 . 1个
百分点和10 . 5个百分点；西南
地区水能利用率同比提升约2
个百分点，弃水电量同比减少
35亿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发展结构也得
到进一步优化。李创军表示，新
能源开发正在从资源集中地区
向负荷集中地区推进，前三季
度新增风电装机中约一半位于
中东部和南方地区；新能源集
中与分散发展并举的格局正
逐渐形成，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中分布式光伏发电超过三分
之一。为进一步优化可再生能
源发展，近期将再组织实施一
批光伏领跑者项目。

今年我国光伏装机增长
很快，目前已经超过一亿千
瓦，业内有声音认为，在今年
年底的时候会达到“十三五”
规划的目标。对此，李创军回
应说，《太阳能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
年底，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 . 1
亿千瓦以上，其中，光伏发电装

机达到1 . 05亿千瓦以上”。1 . 05
亿千瓦只是发展的下限目标。

“十三五”未来几年的光伏发
电发展仍有空间。

“之所以提出这个目标，
是因为在制定规划时，全社会
用电量增速比较低，光伏发电
成本也比较高。现在形势发生
了较大变化，包括电力需求增
长加快、光伏发电的成本快速
下降、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加
快等，从这几个因素来看，‘十
三五’时期，光伏发电应用规
模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李创
军说。

●煤电建设速度

明显放缓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
电力供需形势变化等因素影
响，我国煤电发展形势不容乐
观。2016年煤电利用小时仅4250
小时，规划及在建规模依然较
大。预计“十三五”末全国电力
供应总体宽松，存在煤电产能
过剩风险。根据我们年初发布
的2 0 2 0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
预警，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风险
预警等级为红色、橙色。

2016年起，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坚持市场引导
与政府调控并举，制定了一系
列措施并狠抓落实，已经取得
一定成效。一是建立风险预警
机制。二是严控新增煤电产
能，采取“取消一批、缓核一

批、缓建一批”等措施。三是停
建了一批违规开工的在建项
目。四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五
是推进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进一步优化煤电结构，促进
煤电高效清洁和有序发展。

“今年以来，我们将防范化
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作为今年
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完善政策
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截至目
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
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国家能源局电
力司副巡视员郭伟说。

据统计，前三季度，全国已
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约240
万千瓦，停缓建煤电产能已经
完成5000万千瓦以上的目标任
务。截至2017年9月底，已累计
完成煤电超低排放改造约5 . 8
亿千瓦，提前两年多完成2020
年改造目标；已完成煤电节能
改造5 . 3亿千瓦，占到2 0 2 0年
改造目标的 8 5 % 。其中京津
冀、河南等多个省市，已提前1
至2年完成全部具备条件机组
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总体来看，目前各项工
作推进稳妥有序，有一些甚至
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今年前
三 季 度 煤 电 利 用 小 时 数 约
3300小时，煤电新投产装机同
比减少，利用小时数和发电量
同比增加，调控成效正在逐步
显现。预计到年底可以圆满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李创军说。
(来源：中国经济网)

我我国国能能源源消消费费增增速速全全面面回回升升
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10月31日，国家
能源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2017年前
三季度能源形势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
况，国家能源局发展
规划司副司长李福
龙表示，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能源消费继续保持
回暖态势，主要指标
好于去年同期，也好
于年初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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