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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前三季度全国能源形
势。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
万成在会上表示，前三季度，全国能
源消费持续增长，供给保持较高水
平，能源供需总体平稳，价格总体处
于合理区间，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深入推进。

全国能源保供有力有效

数据显示，1—9 月份，全国生
产原煤 34.4 亿吨，同比增长 3.0%；
生 产 原 油 15672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1.9%；生产天然气 1704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6.4%；发电量6621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2%。

“前三季度，全国能源保供有力
有效。”董万成介绍，原煤、原油、
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圆满完成迎峰
度夏电力保供，日发电量三创历史新
高。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
推动全国统调电厂电煤库存持续保持
近2亿吨的历史高位水平。生产生活
用油市场供应充足。地下储气库注气
按计划实施，将为采暖季天然气供应
保障提供有效支撑。

眼下天气转凉，迎峰度冬期间能
源供需形势如何？能源保供有何部署？

“从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数据看，
迎峰度冬电力保供总体有保障，局部
面临一定压力。”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
人张星介绍，预计迎峰度冬期间全国
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是西北、华
东、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电力保
供压力较大，其中云南存在一定电量
缺口，蒙西可能存在一定电力缺口。
此外，极端天气、主要流域来水和部
分地区燃料保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我们将提早谋划部署，多措并
举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张星
说，将持续强化电力供需监测和分
析；保障煤炭产量维持高位，特别是
云南等地增加高热值电煤供应；指导
电力企业优化水库蓄水，做好设备运
维检修，保障度冬期间机组顶峰能
力；做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提
升需求侧响应能力，确保民生和重点
用户用电。

能源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今年前8月，全国能源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20.7%，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董
万成介绍，总体上看，能源投资建设

呈现几方面特点——
全国能源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能源领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有
力有序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带动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
平。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完成投资额同比分别增长 19.3%、
22.3%、22.1%。分层级看，国家级项
目建设持续推进，省级及以下项目投
资保持较快增长。

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增势良好。
前8个月，非化石能源重点项目投资

在全国能源总投资中的比重超过四
成 。 太 阳 能 发 电 完 成 投 资 额 超 过
3500 亿 元 ， 其 中 湖 北 、 广 东 、 云
南、新疆4个省 （区） 完成投资额同
比增速均超过200%。

能源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稳步释
放。金上—湖北、陇东—山东特高压
直流工程全面推进，张北—胜利、宁
夏—湖南、哈密—重庆3项新开工特
高压交/直流工程加快形成有效投
资。油气骨干管网建设和互联互通持
续加强。

能源新业态投资加快释放。综合
能源投资完成额快速增长，新疆、青
海一批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示
范项目全面推进。湖南、甘肃、新疆
电化学储能项目投资加快释放。东中
部地区公共充电桩布局持续推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良好

今年以来，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势
头良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

看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前三季
度，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72 亿
千瓦，同比增长 93%，占新增装机的
76%。其中，水电新增装机788万千瓦，
风电新增装机3348万千瓦，光伏发电
新增装机 12894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
新增装机 207 万千瓦。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约13.84亿
千瓦，同比增长20%，约占我国总装机
的49.6%，已超过火电装机。

看可再生能源发电情况。前三季
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07 万
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1.3%；
其中，风电光伏发电量达 1.07 万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2.3%，超过同期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全
部开工，第二批基地项目已陆续开
工，第三批基地项目清单已正式印发
实施。同时，大力推进农村风电光
伏、海上风电发展。加快常规水电、
抽水蓄能重点工程建设。”董万成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
发《关于促进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绿色”放
在了突出位置。“绿色发展是炼油行
业落实‘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国家能源局能源节
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徐继林说，国
家能源局将适时组织地方政府主管部
门加强对能效在基准水平以下炼油企
业的能效管理，鼓励引导相关企业应
用先进节能技术提升能效；研究汇编
炼油行业节能降碳典型案例，供行业
企业共享，引导鼓励企业间相互学习
借鉴绿色发展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
进而促进炼油行业进一步实现绿色创
新发展。

前三季度全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供需总体平稳——

能源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前三季度全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供需总体平稳——

能源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廖睿灵

10月29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项目实现主线桥
通车。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民生工程，美兰国际机场快速通道项
目由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施工，
总投资额21.19亿元，路线全长约5.37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
域通行便利度。 亓 明摄 （人民视觉）

随着今年迎峰度冬时段到来，国网山东省兰陵县供电公司组织电力工
作人员到辖区开展电网秋检工作，对老旧设备进行检修消缺、升级改造，
确保电网平稳运行和供电安全可靠。图为电力工作人员正对供电设备进行
检查。 宋国庆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当地光热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光伏产业发
展，目前已建成帮扶式光伏电站 6座，总装机量约 7700千瓦。图为通道侗
族自治县溪口镇光伏电站一景。 李尚引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徐
佩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日 前 发 布 的
2023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今
年 1—9 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
3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
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
本 外 币 跨 境 收 付 总 额 的 比 例 为
24.4%，同比上升 7 个百分点，为近年
来最高水平。

根据报告，去年以来，人民币国
际化稳中有进，呈现一系列新进展、
新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增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制度
基础更加完善，本外币政策协同强

化，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
以规避货币错配风险的内生动力增
强。2022 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
收付金额合计为42.1万亿元，同比增
长 15.1%。其中，货物贸易人民币跨
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
额的比例为18.2%。

与此同时，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
提升。境内银行境外贷款、境外机构
境内债券发行等政策相继出台，人民
币 投 融 资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 2022 年
末，国际清算银行 （BIS） 公布的人
民币国际债务证券存量为 1733 亿美
元，排名升至第七位，同比提升 2

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数据显示，2022 年末，人民币在全
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 3.91%，同比上
升 1.9个百分点，排名第三。2023年
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
为 5.8%，同比上升 1.6个百分点，排
名上升至第二。

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
2022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
管理局签署常备互换协议，并扩大资
金互换规模，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
金融合作。2022 年以来，先后在老
挝、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巴西新
设人民币清算行，海外人民币清算网

络持续优化。2022 年末，主要离岸
市 场 人 民 币 存 款 余 额 约 1.5 万 亿
元，重回历史高位。国际清算银行
2022 年调查显示，近三年来人民币
外汇交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由 4.3%
增长至 7%，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
五位。

报告提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
银行将以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为
基础，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聚焦
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
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制度和基础
设施安排，加快金融市场向制度型开
放转变，构建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
环境，深化双边货币合作，支持离岸
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
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同时，
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
观审慎管理框架，提升开放条件下的
风险防控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

前9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38.9万亿元
同比增长24%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屈信明） 为加大对科技创新、外贸
等领域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开展“走万企 提信心
优服务”活动，引导金融机构主动
走访对接创新型中小企业、重点产
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中小微外贸
企业等，了解企业金融需求，按照
市场化原则予以支持。

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将 289.1
万户中小微企业纳入对接范围。银

行机构向43.1万户中小微企业新发
放 3.9 万亿元贷款，出口信保公司
向 4.7 万户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保
险服务，新增保险保障金额532亿
美元。

据了解，各地金融机构根据不
同行业、不同成长阶段特点，为企
业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持。多个地区
建立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分担补偿
机制，实施贷款贴息，发挥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对相关中小微
企业信贷风险予以分担补偿。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加大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加大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积极推动中小型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
长点。图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专精特新”企业生产车间内，
工人在制作芯片磁卡产品。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本报石家庄10月30日电（记
者张腾扬） 中国·承德2023年钒钛
产业链对接大会近日在河北省承德
市召开。会上签订了技术合作、钛
磷硫综合利用、钒钛特钢制品、钒
电池储能等4大类、14个钒钛重大
项目，总投资额达124.5亿元。

聚焦“钒资源及钒电池产业链
供应链”“钛资源保障与钛金属产业
发展”等主题，大会期间还举办了
中国钒钛论坛承德峰会等活动。

据了解，承德市拥有北方最大

钒钛磁铁矿，已探明钒钛磁铁矿总
量 83.72 亿吨，占全国 40%以上，远
景资源储量达到234亿吨。承德市
钒产业链、钛产业链、钒钛特钢产
业链十分完备，全市钒钛新材料企
业达到144家。近年来，河北省重
视钒钛产业发展，出台《关于支持
承德钒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着力推动承德钒钛由辅助产
业向主导产业转变、由初级原材料
向终端高技术产品转变，全力打造

“中国钒谷”。

河北承德召开钒钛产业链对接大会河北承德召开钒钛产业链对接大会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韩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公布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轻工
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5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1.6% ； 实 现 利 润 9537 亿
元，同比增长1.9%。

生产持续恢复。前9月轻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2%，较1至8月回升
0.4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
3.4%，较8月回升1.9个百分点，连续
6个月保持增长，轻工业生产继续保
持回升向好态势。

盈利明显好转。前三季度，轻
工业营业收入增速、利润增速、利
润率均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及制

造业水平。数据显示，1 至 9 月，
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实
现利润9537亿元，增速由前8月同
比下降转为增长 1.9%，回升 5.1个
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电池、
轻工机械、饮料、玻璃陶瓷制品等
行业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1至
9 月，轻工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9%，较前8月回升0.3个百分点。

新动能行业较快增长。今年
以来，以太阳能电池、电动自行
车、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轻工绿
色制造、智能制造行业快速成长，
成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前三季度轻工业营收利润双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悦
阳） 记者近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获悉，前三季度，我国钢铁行业运
行总体基本平稳，钢铁产量保持增
长，钢材品种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支
撑了下游行业和新兴产业对钢铁在
量和质上的更高需求。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姜维表示，前三季度我国钢材
品种结构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而优
化，国内制造业用钢需求上升和钢
材出口增长成为支撑钢产量增长的

主要动力。
据了解，今年初以来，我国高

端钢材需求继续提高，船舶、汽
车、家电等制造业和风电、光伏等
新兴产业用钢品种数量持续增长。
中钢协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电工钢
板（带）产量同比增长 14.3%，热轧
薄板产量同比增长 18.2%，冷轧窄
钢带产量同比增长 15.7%；从出口
品种看，热轧板卷和中厚板增长较
明显，镀层板保持平稳增长，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明显提高。

前三季度钢材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钢材品种结构不断优化

甘肃省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截
至 2022 年底已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2510
万亩，有力改善了农
业生产基础条件，粮
食增产效果明显。今
年以来，甘肃继续出
台系列政策举措，支
持各地紧抓秋冬初春
的建设窗口期，进一
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图为甘肃农垦集
团张掖农场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工地上，
大型机械在进行土地
平整作业。

杨 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