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保供五项指标全国第一，再创新高；低碳转型五项任务行业领军，再增后劲……2023 年，山西省深入贯彻“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扎实推进“五大基地”建设，形成 57 项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

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个个跃动的数字正是能源革命纵深推进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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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纵深推进

能源保供任务坚实落地

轻点鼠标，井下的采煤机、运输机、

转载机等综采设备相继联动运转；随着

监控屏幕上各类数据的跳动更新，滚滚

乌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地面储煤仓，

装载进万吨列车运至终端用户。 在晋能

控股集团塔山矿，这样火热的生产场景

每天都在上演。

聚焦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综合能

源企业集团愿景目标，晋能控股集团坚

定不移端牢能源饭碗，2023 年完成原煤

产量 4.3 亿吨，电煤保供 1.9 亿吨，先进

产能占比提升至 90%以上； 战略性新兴

产业供电 135 亿千瓦时，供热量 1.06 亿

吉焦，彰显了国企担当。

能源保供，山西全力以赴。 2023 年，

山西省践行“国之大者”，加快煤炭产能

核增，13 座建设煤矿转入联合试运转，

19 座生产煤矿完成产能核增，煤炭产量

在连续两年每年增产 1 亿多吨的基础

上，再增产 5743 万吨，达到 13.78 亿吨。

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高，特高

压通道和 500 千伏电网“西电东送”通道

建设加快推进，全省规上发电量 4376 亿

千瓦时，增长 4.6%，其中外送电量 1576

亿千瓦时，增长 7.7%，晋电外送省份增

至 23 个。

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能力持续提

升，建成 6 个年产量超 10 亿立方米大型

气田 ， 全省规上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产 量

145.9 亿立方米，增长 9.6%。

能源保供任务坚实落地，有力支撑

了山西省经济稳定增长，在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中彰显了山西担当。 省能源局数

据显示，2023 年， 山西省能源保供五项

指标全国第一，再创新高。

煤炭方面， 在连续两年每年增产 1

亿吨基础上，2023 年完成 13.78 亿吨，以

长协价保供 24 个省份电煤 6.2 亿吨，增

量、总量取得两个全国第一。

电力方面， 发电总装机 1.33 亿千

瓦，发电量完成 4461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61%。 全社会用电量完成 2885 亿千

瓦时， 同比增长 6.04% 。 净输出电量

157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7%。 现货市

场方面取得两个全国第一，其中 ：通过

省间现货市场外送增供电量排全国第

一；山西电力现货市场全国第一个转入

正式运行，是国内率先进入长周期结算

运行的省电力现货市场，这在中国电力

市场改革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非常规天然气方面， 产量 145.9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9.6%。 其中，地面煤

层 气 76.62 亿 立 方 米 ， 同 比 增 长

22.62%，排全国第一。

去年 5 月， 榆社—晋中 1000 千伏变

电站 500 千伏线路工程投运， 是山西省

首个投运的西电东送通道调整工程。 山

西省共有 7 项西电东送通道优化调整工

程，2024 年全部投运后，将充分发挥特高

压大容量输电通道的优势和作用， 提高

山西电网整体电力外送能力。 届时，山西

的煤炭、 风光资源将转化为源源不断的

电能输送到京津冀地区， 有力促进能源

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能源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在潞安化工集团高河能源公司调度

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实时显示着采煤场

景，井下的安全生产状况和设备的运行

状态一览无余。

在加快推进智能化矿山建设的同

时，作为山西省唯一一座矸石返井充填

和充填开采试点的矿井，高河能源深入

推进膏体充填开采项目，解决了传统采

煤沉陷区道路断裂、 农田沉降等难题，

填补了全省膏体充填开采技术空白，蹚

出一条智能绿色煤炭开采、传统优势产

业改造提升新路。

山西省加大试点攻坚力度，扩大能源

革命成果，能源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加快

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建设， 累计建成智能

化煤矿 118 座、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1491

处，全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超过 80%。

着力优化电力结构， 稳妥推进煤电

项目“上大压小”，同热三期、华能山阴 2

个 2×100 万千瓦煤电项目获得核准，煤

电机组“三改联动”完成 2503 万千瓦，2

个虚拟电厂试点项目完成建设。

大力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 材料、

终端产品转变，焦炉煤气、化工尾气制高

纯氢能力达 3 万吨 / 年， 晋南钢铁实现

1860 立方米高炉喷吹富氢气体冶金。 深

化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 认定 10 家煤

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太原理工大学

能源互联网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国家批

复，世界首套电解二氧化碳制备碳纳米管

装备实现工业化示范生产。

今年， 山西省将持续推动能源科技

创新， 打造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

地， 推动煤炭产业清洁低碳多元发展，

加速中煤平朔煤制烯烃新材料及下游

深加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建设，率先在全

国形成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

经验示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推动中

煤平朔煤制烯烃重大项目建设，我们深

受鼓舞 ，倍感责任重大，将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董事刘峰介绍，该项目

总投资近 300 亿元， 是中煤平朔集团最

大的投资项目，是山西省规模最大的现

代煤化工项目，承担多项国家创新示范

任务。 该项目的建设，对于推动我国煤

化工产业升级、 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保

障能源安全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和示范意义。

中煤平朔煤制烯烃项目以平朔东露

天矿高硫、 高灰熔点沫煤为原料煤，生

产 220 万吨 / 年甲醇并转制 100 万吨煤

基烯烃新材料 ， 建成后将开创晋北高

硫、高灰熔点煤大型气流床气化应用先

例。目前已办理完成 30 多项重要前期手

续，项目可研通过专家评审 ，气化工艺

通过专家论证，正在全力推进项目纳入

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布局。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快发展

从黄河岸边到长城脚下， 张张光伏

板点缀村庄之间， 带给百姓美好生活；

从雁门关上到太行之巅，座座大风车随

风不断旋转，源源不断输出绿能。

能源之新，在于变革。 山西省坚持高

质量开发、高水平利用，加快发展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不断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绿

色转型， 持续扩大清洁低碳能源有效供

应。截至去年，全省风光发电装机 4989 万

千瓦，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45.8％。 2023 年， 山西新能源外送电量

95.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95%。

坚持高质量开发方面，统筹优化布

局风电光伏和支撑调节电源，分步骤重

点建设晋北风光火储一体化外送基地、

忻朔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晋西沿黄

百里风光基地、晋东“新能源 +”融合发

展基地、 晋南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基

地；加快推进分布式能源多领域融合发

展；加快推进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开发利

用。 从聚焦集中式做大做强、分布式做

优做精两方面入手，持续扩大可再生能

源装机规模、提高装机占比。

坚持高水平利用方面，将抽水蓄能

作为储能发展主攻方向，在源、网、荷三

端合理布局新型储能，形成以抽水蓄能

为主 、 新型储能为补充的存储调节体

系；优化主网架结构 ，强化多元化智能

化电网基础设施支撑，提升电力系统对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适应能力。 加强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终端直接利用

和多元化非电利用规模，多措并举提升

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

2023 年，山西省绿电并网规模创历

史新高。 晋北 600 万千瓦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开工建设。 垣曲二期、蒲县、盂县、

绛县抽水蓄能项目完成核准。 建立新型

储能项目库，累计投运 23 个项目。 非水

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超出国定目标。 加

快落实国家关于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

入能耗双控考核的政策；非水可再生能

源消纳权重达到 26.5%， 高出国定目标

5 个百分点；全年绿电交易量 24.2 亿千

瓦时。 充电设施实现乡镇全覆盖唯一北

方省份。 全年新建公共充电桩 3.05 万

台，累计达到 6.36 万台，提前两年达到

国家建设要求。

今年，山西省进一步做大做强集中

式风电光伏项目、 做优做精分布式项

目，加快晋北采煤沉陷区新能源基地建

设，积极开发地热能、生物质能，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47%。

能源革命，探路领跑。 山西省将坚

定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 加快推进

“五大基地”建设，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

型迈上新台阶，努力在能源革命上走在

前、作示范。 （张毅）

“专款”加快落地 城中村改造资金“保障网”织密

作为房地产“三大工程”之一，城中

村改造的资金“保障网”正在加快织密。

据各地住建局网站披露信息统计，截至

目前， 纳入城中村改造的 35 个超大特

大城市几乎均有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

落地，其中 19 城披露了具体授信额度，

合计近 9000 亿元，广州获得授信额度最

高，达 1426 亿元。

“首笔专项借款到位了，项目建设

更有动力了。 ”济南市天桥区王炉北辛

城中村改造项目日前收到了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发放的 11 亿元城

中村改造专项借款。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规定，这笔钱将用在居民拆迁

补偿款、安置房建设、安置小区基础设

施建设等工作中。

截至目前，包括广州、成都、济南等

多个城市均披露了首批超大特大城市

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落地拨付额度，合

计已近 9000 亿元。 据了解，专项借款主

要用于项目前期工作、 征收补偿安置、

安置住房建设以及安置住房小区的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等。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城

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具有来源稳定、资

金量大、利率较低 、期限较长等优势 ，

有助于解决城中村改造前期资金需求

量大、周期长等问题。 首批城中村改造

专项借款落地， 意味着城中村改造工

作加快推进。

在各地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过程

中，政策性银行发挥了主力作用。 例如，

国家开发银行披露数据显示，已实现城

中村改造专项借款首批发放 90.8 亿元，

涉及广州、郑州、济南、南京、石家庄等

城市近百个项目，惠及村（居）民超过 10

万户，建设安置房 23.84 万套，全力以赴

做好城中村改造金融服务。

“开发银行将精准支持保障性住房

建设、‘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尽早推动一

批项目落地实施。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赵欢指出。

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测算，

在投资带动方面，城中村改造包括土地

购置和建安投资， 大约有 10 万亿元的

规模。

除了来自政策性银行发放的改造

“专款” 外， 人民银行开年来也启动了

PSL（抵押补充贷款），净新增 3500 亿元

规模为有史以来第三高，业内分析普遍

认为，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城中村

改造等项目，后续规模预计还会增加。

中泰证券研报预计， 未来五年 PSL

（抵押补充贷款） 或增发 2.5 万亿元以

上。 中性假设下，本轮城中村总投资额

7.3 万亿元， 若假设 PSL 对信贷拉动倍

数在 3 倍左右， 拉动 7.3 万亿元的总投

资则需要 2.4 万亿元 PSL。 此外，PSL 额

度若提升，商业银行有业务空间。 政策

银行先行先投，后续商业银行有望跟进

投资；以城中村资金来源基调看 ，商业

银行相比棚改时期有更大参与空间。

“相较单月投放规模，后续持续投

放规模更值得关注。 ”国盛证券表示，从

过往来看 ，一旦启动 PSL 投放 ，一般都

会持续投放。 此外，PSL 主要是以“先贷

后借” 的方式为项目提供贷款支持，预

计后续 PSL 仍将与专项债、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等其他工具相配合，为包括

城中村改造在内的“三大工程 ”提供资

金支持。 （向家莹）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