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设碳储科学与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本科专业

华北电力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

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

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重点建设大学。

2017 年，学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

校行列。

马文君介绍，2023 年， 华北电力大

学总的招生计划基本保持稳定，具体以

教育部实际下达招生计划为准。 2023

年，学校新增设碳储科学与工程、网络

空间安全两个本科专业。

其中，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碳储领域相关专

业学科建设和高端人才培养。 网络空间

安全专业将面向以能源电力为主的行

业领域， 重点针对工业控制系统安全、

能源互联网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新型

安全需求场景，融合物联网安全、大数

据安全、电力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和人工

智能安全等新兴技术，侧重于从大系统

观和大安全观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为

能源电力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

障提供人才储备。

她介绍， 学校的优势和特色专业包

括电气类、能源动力类（新能源）、储能科

学与工程和氢能科学与工程等。 其中，电

气工程为该校“双一流”建设学科。 电气

类包括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智能电网

信息工程两个专业， 均为国家级特色专

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能源

动力类（新能源） 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两个专业，均为首

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科专业，

也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随着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

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力

系统中储能的规模化应用 ，能源电力行

业迫切需要大量既具备电力系统知识，

又掌握储能科学与工程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 ”马文君表示，因此，学校突破现

有的专业与学院限制，整合全校的教学

和科研资源， 开设储能科学与工程专

业，培养兼具研发、生产、管理能力的技

术性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另外，学校于

2022 年新增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

个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该专业是面向

国家重大能源战略， 有机融合制氢模

块、氢储运模块、氢安全模块、氢动力模

块等多个氢能模块课程，开展全方位跨

学科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

她表示，除上述专业外，学校自动

化类、计算机类、数学类等专业近年来

报考热度增涨明显，核电、水电、工商管

理（电力技术经济）、工程管理（电力建

设）、法学等专业特色鲜明。

两个校区实行一体化管理

有多次选择专业机会

华北电力大学校部设在北京，分设

保定校区。 马文君介绍，鉴于学校“一所

大学、两地办学”的实际情况，北京校部

和保定校区实行一体化管理，毕业证书

没有区别。 但要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该校北京校部和保定校区是按两个

招生代码分别招生录取，考生在报考时

应按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和华北电力

大学（保定）分别报考。

她表示，在录取规则方面，比较简

单和清晰，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无专业级差”“提档比

例不超过 105%，且体检符合要求的情况

下一般提档不退档”。

想了解该校 2020-2022 年录取情况

的考生，可登录华北电力大学本科招生

信息网或关注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微

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学生在考入华电后 ， 有多次选择

专业的机会。 马文君介绍，一是专业大

类分流， 在经过大一一年的大类培养

学习后 ，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成绩

选择分流专业 ； 二是电气学院本硕博

贯通班 、能动学院吴仲华班 、控计学院

人工智能本硕贯通班等特色班建制也

是在大一学年结束后进行选拔； 三是

通常意义下的转专业。 根据学校新发

布的 《华北电力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和

大类专业分流实施细则》，转专业政策

为“转出零门槛，转入有考核”，以更好

地尊重学生的专业兴趣 ， 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考生需注意新增专业选科要求

和办学地点

高考临近，对于想报考华北电力大

学的考生有哪些建议？ 马文君说，首先，

针对新增专业，考生报考时需要注意的

是，在非改革省份中碳储科学与工程和

网络空间安全都是理工类 ；在“3+3”模

式的综合改革省份，碳储科学与工程和

网络空间安全选考科目要求都是必选

物理；在“3+1+2”模式的综合改革省份，

碳储科学与工程的首选科目要求是物

理，再选科目是化学，网络空间安全的

首选科目要求是物理，再选科目不限。

从办学地点看，碳储科学与工程仅

在北京校部招生，网络空间安全仅在保

定校区招生。

针对改革省份的考生，“3+3”模式的

改革省份根据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

分为 3 个类型： 必选物理组； 必选化学

组；不限选考科目组。“3+1+2”模式的改

革省份，可分为 3 个类型，包括首选科目

要求物理，再选科目不限；首选科目要求

物理，再选科目要求化学；首选科目要求

历史，再选科目不限。 具体专业组的设置

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实际发布的为

准。 此外，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还需要注意

的是： 拟报考的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

是否一致； 要正确理解平行志愿投档规

则，慎重考虑是否服从调剂。

（苏季）

华北电力大学今年新增两个本科专业

分别在北京、保定校区招生

2023

年高考临近，

5

月

5

日，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马文君接受笔者访问，解读学校招生政策、介绍新设及特色专业

情况，并对考生报考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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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或偏高，能源保供形势依然严峻，全国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局地高峰时段电力供需紧张。

“我国能源电力需求将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随着能源转型深入推进，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电力保供压力较大”“极端天气、突发

事件也对我国电力供需产生一定冲击，需要定期及时发布气候变化以及电力供需形势的研究成果”……笔者

4

月

26

日从国网能源

研究院与国家气候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3

年中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研讨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或偏高，

能源保供形势依然严峻，全国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局地高峰时段电力供需紧张。

今年全国电力供需将呈紧平衡态势

局部地区电力供需紧张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从宏观经济来

看 ， 今年一季度我国逐渐摆脱疫情影

响，生产和需求逐步改善 ，经济实现良

好开局。 从用电量来看，一季度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 3.6%，全国电力供需总

体平衡。

国网能源研究院当天发布的《2023

中国电力供需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提到，结合宏观、中观、微观视角下

影响电力供需的因素看 ， 疫情防控优

化、经济恢复向好 、气温正常偏高等成

为支撑用电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预计

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约为 9.25 万亿

千瓦时， 比上年增长 7%左右。 分季度

看，受 2022 年基数影响，第二、第四季度

用电增速将显著高于第一、第三季度用

电增速。 分部门看，预计第二、第三产业

用电量增速较上年显著反弹，第二产业

重新成为拉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动力。

国家电网副总工程师兼国网能源

研究院院长欧阳昌裕表示，预计今年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8.4 亿千瓦

左右，同比增长 10.8%，火电比重将首次

低于 50%。“全国电力供需呈现紧平衡

态势，局地用电高峰期间有缺口 ，夏冬

保电不轻松，政企协同能取胜。 ”

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研

究所所长郑海峰表示，今年华北、华东、

华中、西南电网区域电力供需紧张，其他

电网区域电力供需偏紧或基本平衡。 华

北、华东、华中、西南电网区域部分省份

通过采取需求响应等措施可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电力供需紧张态势， 但是若出现

燃料供应不足、极端天气等情况，用电高

峰时段电力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今年夏冬“双高峰”特征显著

与会专家认为， 气候气象因素对电

力供需影响愈来愈大。 尤其去年迎峰度

夏期间，川渝地区遭受罕见的高温干旱

天气，电力空前紧缺 ，首次在汛期出现

电力电量双缺现象，电力保供面临最长

时间、最高温度 、最少来水和最大负荷

的“四最”挑战。

国家气候中心党委常委、副主任袁

佳双表示，最新的预判是，今年 5-9 月

的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为一般到偏

差，旱涝并重，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

明显，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

偏多，降水呈南北两条多雨带 ，长江中

游降水明显偏少。“今年夏季，全国大部

分地区气温会偏高，华东、华中、新疆等

地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潮，能源保供

形势依然严峻。 ”

上述《报告》预计，今年全国最大电

力负荷将出现在夏季， 约为 13.7 亿千

瓦，比上年增长 6.5%。 冬季全国最大负

荷为 12.8 亿千瓦左右，将出现在 12 月，

夏冬“双高峰”特征显著。

多举措保障今夏电力供应

如何保障电力供应？ 多位与会专家

认为，要加强煤炭、天然气、气温、来水

等因素跟踪监测、 风险识别与预警，深

入分析极端场景对电力供应的影响，针

对极端场景做好应对预案，完善电力保

供风险预警工作体系。

据笔者了解 ， 为更好研究电力供

需，国网能源研究院和国家气候中心今

年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月、季、年气候预

测以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气象灾害

预估等关键节点的及时信息交换机制，

共同研判迎峰度夏和迎峰度冬以及突

发灾害下的能源电力保供风险，共同发

布能源电力安全风险预测预警。

除了做精预警监测，欧阳昌裕表示，

在一次能源供应环节， 继续发挥煤炭压

舱石作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

动煤炭稳产增产， 加强电煤中长期合同

签约履约监管，充分挖掘潜力，积极推动

天然气增储增产，着力稳定能源价格，归

纳起来就是保价、保量、保运。 在发电环

节，严格机组涉网管理考核，提升机组发

电能力，做好水电和新能源发电预测。 在

输电环节，加强全网统一调度管理，发挥

大电网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优势， 度夏

前确保中长期交易足额购电。

郑海峰建议 ，在电网侧，充分挖掘

跨省跨区互济潜力， 利用大电网地域

差、时间差、温度差等特性，灵活开展跨

省区的电力支援，加快推进电网补强工

程建设，弥补电网薄弱环节。 在用户侧，

要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精细化落实需

求侧负荷控制的措施，完善需求响应的

积极政策。

（苏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