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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大
肆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业政策扭曲
全球市场”“产能过剩导致不公平竞
争”等论调。

中国新能源产能真的是“过剩产
能”吗？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源自哪
里？美国炮制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
背后的真实动机是什么？针对这些舆论
关切，新华社 20 日推出第五期“中国经
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邀请权
威部门官员、专家同台共话，并连线多位
海外业内人士，多维度透视中国新能源

“产能过剩论”背后的真相。

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吗？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带动相关产品出口加速增
长。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首破
万亿元大关，增长近30%。

不少国际人士为中国推进绿色低碳
转型点赞，但美国却给中国新能源产业
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鼓噪散播

“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的论调。
“产能过剩是指行业总的生产能力

远远超出市场的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
产业司副司长霍福鹏在接受“中国经济
圆桌会”访谈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讨论产能，应该从供求关系、全球市
场、未来发展三个角度来综合观察。

从供求关系看，适当的产大于需有
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的优胜劣
汰，从而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从全球市场看，将供需平衡限定在
一个国家范围内，把各国出口优势产品
等同于“产能过剩”，实质上是否定了
比较优势的客观性、国际分工的合理
性、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性。

从未来发展看，当前全球经济面临
绿色转型，对于技术先进的绿色产能需
求仍然较大。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
光伏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壮大，正是因应
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需要。

参加“中国经济圆桌会”的官员和
专家认为，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这
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把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多等同于
‘产能过剩’，既有悖常理与常识，与客
观事实也是严重不符的。”商务部政研
室副主任丁维顺说，一方面，国际贸易
的产生与发展，是各国基于不同产业的
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合作；另一方
面，供给和需求的问题要从全球来看，
不能只看一国。

丁维顺列举了一组数据：美欧日等
发达国家长期向世界大量出口一些产
品，美国生产的芯片约 80%用于出口，
德国、日本生产的汽车分别有近 80%、
约50%用于出口，波音、空客生产的大量客机也是用于
出口。就中国而言，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总
产量的比例仅约12.7%。

瑞士主流媒体 《新苏黎世报》 近日刊发评论文章
说，“什么是产能过剩？西方向亚洲的出口属于产能过
剩吗？假如一个国家只为自己的市场进行生产，那么贸
易从何谈起？”

中英商务业务发展资深顾问、英国商会前首席中
国事务顾问吴克刚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
出，国家之间的产能发展不平衡主要源于竞争力的地
域性差异，将这种产能发展不平衡称为“产能过剩”
是一种误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何海林指
出：“当一个国家某一类产品的产能大于国内需求，可以
通过出口去满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反之，也可以
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

何海林认为，有海外舆论通过产能利用率这一指标

断定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这有失偏
颇。目前，世界各国对于“产能过剩”并
没有统一公认的判断标准或测算方
法。衡量“产能过剩”，不能简单地看产
能利用率，应考虑行业的特性、市场的
周期、产品的价格、企业的效益、发展的
潜力等多种因素，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做系统性的综合研判。

专家们表示，从全球市场来看供
需关系，中国新能源产能不仅没有过
剩，反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曲凤杰说，从国内看，2023年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35亿辆，其中新能
源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仅为 2041
万辆和1552万辆，占比仍然较低。

据国际能源署研究，为实现碳中
和目标，203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需要达到约 4500 万辆，是 2023 年的 3
倍多；2030 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
达3500GWh，是2023年全球出货量的
4倍多，均远超目前全球供给能力。

日本汽车问题专家、瑞穗银行商
务解决方案部主任研究员汤进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追求绿色
低碳是全世界的共识和潮流、电动汽
车在全球的发展方兴未艾，“并不存
在所谓产能过剩”。

中国新能源产品竞争力
是靠补贴吗？

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31.8%，太
阳能电池产量增长20.1%，与光伏相关
的多晶硅、单晶硅等产量增长 50%以
上，新能源产业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但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政客和媒
体宣称中国新能源产品畅销依靠的是
国内补贴，并渲染“中国产品出口威
胁他国产业发展”的论调。

中国新能源产品优势是靠补贴
吗？竞争力从何而来？

国内外受访业内人士认为，超前
的产业布局、持续积累的技术品牌优
势、完备的产业体系等，才是中国新
能源产业得以迅速成长的根本原因。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国率先明
确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接续
制定面向 2020年和 2035年的产业发展
规划，一系列举措让产业发展方向更
明确、步伐更坚定。”霍福鹏说，在这
一过程中，依靠庞大的工业体系，中
国快速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部件配
套、材料供应等完备的产业链。目
前，仅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全球市
场份额就超过60%。

超大规模市场激发了创新活力。
从国产大算力芯片到驱动电机、轻量

化材料，凭借产业各方持续的研发突破，中国新能源汽
车具备领先的技术优势。

以电池这个关键部件为例，从液态锂电池到半固态
锂电池，从充电一次续航1000公里的麒麟电池，到充电
5分钟续航400公里的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核心技术
不断突破。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中国企业长期
创新发展和艰苦打拼的结果，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
成的。”丁维顺说。

凭借多年培育形成的比较优势，中国新能源产品广受
海外市场青睐。通过提供优质产品、促进需求升级、加快技
术迭代，中国优质产能也在不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持
续为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有力支撑。

2023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 亿千瓦，中国
的贡献超过一半。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出口到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效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使用成本。

（下转第二版）

中
国
新
能
源
﹃
产
能
过
剩
论
﹄
有
悖
事
实
与
常
理

—
—
来
自
﹃
中
国
经
济
圆
桌
会
﹄
的
观
察

新
华
社
记
者

中
国
新
能
源
﹃
产
能
过
剩
论
﹄
有
悖
事
实
与
常
理

—
—
来
自
﹃
中
国
经
济
圆
桌
会
﹄
的
观
察

新
华
社
记
者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遇难
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
莱希总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

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巩固
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的不
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
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
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习近平就伊朗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向 伊 朗 第 一 副 总 统 穆 赫 贝 尔 致 唁 电

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
坝、三峡、葛洲坝 6 座大型水电站，
沿长江干流自上而下排列，构成了世
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跨越 1800 多
公里，水位落差超 900 米，总计 110
台水轮发电机组接续运转，浩浩江水
带来滚滚绿电。

不久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在6座
梯级水电站部署完毕，标志着世界最
大清洁能源走廊“工业大脑”基本建
成，水电站运营效率、运行安全可靠
性大幅提升。

6座梯级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
3.5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超 10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 28 亿
吨。同时，梯级水库协同配合，航运
保畅、水资源保障、生态保护等效益
综合释放。

7169.5万千瓦总装机容量
“1滴水发6次电”，六库

联调让“绿色引擎”更强劲

深邃峡谷间的白鹤滩水电站，
最大坝高 289 米的混凝土双曲拱坝
揽入奔腾江水。从 200 多米高飞泻
而下的水流，推动水轮发电机组转
轮转动，机组每转动一圈便可发电
约150千瓦时。

“发电机组就像一个靠水力转动
的陀螺，将动能转化为电能。”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
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原副主任康
永林介绍，每分钟111转的速度下，立
于其上的硬币纹丝不动，运行期间各
轴承摆度均小于0.1毫米……

2022 年 12 月，白鹤滩水电站实
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从白鹤滩回
望，这条清洁能源走廊见证了我国水
电技术的一次次突破。

竣 工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的 葛 洲
坝，水轮发电机组单机最大容量 17

万千瓦。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
枢纽工程，三峡水电站攻克了 70 万
千瓦机组的设计制造技术。随后开工
建设的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水电
站，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相继突破
77万、80万、85万千瓦。

6 座梯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
7169.5万千瓦，相当于 3个三峡水电
站的装机容量，不断增强能源保供底
气，其中5座成为“西电东送”骨干
电源站。

“长江水依次经过6座水电站，相
当于 1滴水发 6次电。”康永林算了一
笔细账：1 立方米水通过三峡水电站
可生产绿电 0.25 千瓦时；六库联调实
现发电乘数效应，发电量可达 2 千瓦
时，效率提升到8倍。

768公里深水库区航道
释放“黄金水道黄金效

益”，助力长江货运量保持
领先

“三峡船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连续级数最多、水头最高、运行条件
最复杂的内河船闸，在运行中，我们
建立机制、确保航运畅通。”三峡集
团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枢纽管理部
副主任杨化说，为确保各类建筑设备
安全可靠，三峡船闸会定期实施计划
性停航检修。4 月 5 日，三峡北线船
闸 2024 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结
束，这是自 2012 年开始计划性停航
检修以来工期最长、任务最重、工序
衔接协调难度最大的一次停航检修。

船过三峡，不仅能“爬楼梯”，
还能“坐电梯”。船闸右侧，是三峡
升船机。杨化介绍，高 10 米、水深
3.5米的承船厢，可容纳一艘 3000吨
级船舶，只需10分钟就能将其升至近
40层楼的高度。今年 1至 4月，三峡
船闸过闸货运量超4140万吨，升船机

安全运行 1685 厢次，过机货运量超
196万吨，同比增长127.73%。

6 座梯级水电站形成 768 公里
深水库区航道，长江通航条件稳步
改善。

一座座港口由小到大再到强。重
庆境内长江航道上，形成多个 5000
吨级以上深水码头。湖北宜昌、重庆
涪陵和万州等三峡库区港口蓬勃发
展。长江水运能耗低、运能大、成本
低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释放

“黄金水道黄金效益”。

919亿立方米总库容
形成战略性淡水资源

库，为供水、补水、生态调度
提供支撑

长江流域是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
略水源地，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9959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 36%。其中，
这条清洁能源走廊，形成总库容 919
亿立方米的梯级水库群和战略性淡水
资源库。

供水补水作用效益显著。长江电
力三峡梯调副总工程师李鹏介绍：

“我们合理统筹调蓄计划和能源保供
要求，为供水、发电、航运、生态等
综合效益发挥提供了保障。”

生态调度持续开展。鱼类资源是
衡量河流健康的重要指标，水库有序
增加下泄流量，制造河段水位缓涨过
程，可为鱼类自然繁殖营造条件。

生态调度范围不断扩大。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调度对象从促进鱼类繁殖扩展到分
层取水水温调节、防治水华、库区排
沙减淤、抑制沉水植物过度繁殖等多
种对象，调度水库从三峡水库拓展到
金沙江、雅砻江、汉江等流域梯级水
库，有力推进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

长江干流6座梯级水电站累计发电量超3.5万亿千瓦时

数 说 世 界 最 大 清 洁 能 源 走 廊
本报记者 王 浩

本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刘
志强） 记者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
会获悉：2024 年 1 至 3 月，全国造
船完工量 1235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34.7% ； 新 接 订 单 量 2414 万 载 重
吨，同比增长 59.0%；截至 3 月底，
手持订单量 15404 万载重吨，同比
增长 34.5%。

1 至 3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

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
别 占 全 球 总 量 的 53.8% 、 69.6% 和
56.7%；我国分别有6、5、6家企业进入
全球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
订单量的前10强。

1 至 3 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度为 67.4%，新接订单量
前10家企业集中度为61.2%，手持订
单量前10家企业集中度为57%。

一季度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同步增长

我国成功发射北京三号C星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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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公铁大桥是巢马城际铁路控制

性工程，主桥总长3248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首座双
主跨超千米的三塔斜拉桥和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长联钢桁梁斜拉桥。巢马城际铁路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布局，提升通道运
输能力。

图为5月19日大桥建设现场。
张明伟摄 （人民视觉）

本报合肥 5 月 20
日电（记者孔德晨）5月
20 日，第 25 个“世界
计量日”中国主场活
动在安徽省合肥市举
办。本次活动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
办，主题是“计量筑
基新质生产力 促进可
持续发展”。

计量是构建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
重要支撑。在活动现
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中国已建成 200
项国家计量基准和 6.7
万余项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获得国际承认的校
准 测 量 能 力 达 1869
项。计量对中国高速铁
路、大飞机、特高压输变
电等重大工程及重要民
生保障起到有力支撑。

活动当天，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国仪量子
技术 （合肥） 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签订三方战略
合作协议，中国计量测
试学会举行科技进步奖
颁奖仪式。

本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刘
诗瑶） 北京时间 2024 年 5 月 20 日 11
时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北京三

号C星星座发射升空，4颗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523次飞行。

本报北京5月 20日电 （记者严
冰） 今年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持
续增长，截至5月19日已达到2505万人
次，日均旅客量达到17.9万人次，其中
国内旅客吞吐量1992万人次，日均14.2
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连续4
个月超过100万人次，并于5月16日突
破50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国际及

地区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300%。
4月，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
119万人次，日均接近4万人次。

目前，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的客
运航点共有 82 个，覆盖 5 大洲 49 个
国家，洲际航线超过 30 条。受近期
来华签证优化措施影响，首都机场外
籍入境旅客增幅明显。

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