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转型、清洁电力与电气化

未来发展方向研讨会

成功召开

2022年 9月 16日下午，能源基金会煤炭转型综合工作组在北京成功举办“煤炭转型、
清洁电力与电气化未来发展方向研讨会”。18位与会专家就“煤炭与电力系统转型”与“深
度电气化及网荷友好互动”两大主题展开了点评与讨论，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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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半场：煤炭与电力系统转型

在能源基金会煤炭转型综合工作组主管高原的主持下，上半场围
绕“煤炭与电力系统转型”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
对能源基金会煤炭转型的未来工作提出了以下几方面建议。

1.“双碳”目标下煤炭行业的发展方向

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时应立足于煤炭行业的五个挑战和五个机
遇：东部资源的枯竭和西部资源的开发，落后产能的淘汰和先进产能
的释放，资本投资的约束和能源消费的改革，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和消
费侧能效的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能源供应的保障。

针对煤炭产业梳理碳流图，从煤矿绿色开采到煤炭低碳利用，明
确全过程的具体碳排放量，以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致辞中介绍了能源基金会在中国的23
年发展历史，同时也分析了新的形势。能源基金会始终高度重视各领域专家的智慧与力量，
也需要基于各位专家的意见确定未来的工作方向。

能源基金会煤炭转型综合工作组主任于涵随后介绍了能源基金会
在煤炭转型、清洁电力、电气化三个领域的工作计划与总体框架设计，
同时提出相关工作的重点与挑战。

煤炭转型综合工作组的工作将聚焦五大优先领域，包括公正和包
容转型，煤电与新型电力系统的互动，工业领域的去煤减碳，环境领
域的散煤治理，以及煤炭产业的宏观研究。此外，电气化综合工作组
将聚焦低碳化电力系统与终端电气化部门的友好互动，工业、建筑和
交通三大终端部门的电气化进程也将成为后期工作重点。在该整体工
作框架下，煤炭转型综合工作组将协调清洁电力、低碳转型、工业、
环境管理、低碳城市、策略传播等多个项目组联合开展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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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电转型的路径规划与实施方案

在总结“十三五”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划
中的煤电行业发展目标，建议能源基金会在企业自身创新、市场完
善价格传导机制、政府加强“三改联动”激励政策三个方面协同发力。

推动热电解耦，通过“三改联动”中的灵活性改造激活原有燃
煤电厂的上亿千瓦容量，避免国家对新建火电厂的大量投资。此外，
能源基金会可支持综合能源服务研究，如建立多能互补的供热系统
而非依赖单一热源。

3. 传统煤炭大省的转型工作

就生产侧而言，建议能源基金会在山西深入开展甲烷减排、能
源系统优化、矿山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培育等特定研究工作。

能源基金会可以以山西为重点率先实施具体方案，为其他地区
提供试点和示范作用。

4. 公正转型

将前期分阶段形成的零散政策逐步推广，最终建立一个具有独
立性的公正转型体系。

对于内蒙、山西等以煤为主的地区，应对公正转型问题进行评
估，并进一步降低研究的颗粒度和尺度，聚焦在城市甚至县一级。

5. 转型金融

在设立转型金融框架的过程中，有五个支柱值得能源基金会关
注：转型资产的界定、不同产品的信息披露、政策支持、金融产品
创新与公正转型。

未来既要满足银行转型需求，也要满足煤电行业持续发展、先
立后破的国家战略，因此转型金融将成为双方较好的契合点，使双
方达成短期和中长期的转型目标。能源基金会可在如何设置转型目
标等方面支持银行和投资者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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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策略传播工作

在电力市场机制方面，随着电力交易进入深水区，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在促进资源的大范围优化配置同时，区域间利益分配的均衡
问题也可成为能源基金会的关注重点。

在减排标准方面，能源基金会可重点关注国内外多样化减碳
机制间的协调互认，例如绿电和绿证的国内外标准是否能达成共
识等问题。

会议下半场：深度电气化及网荷友好互动

随着电气化趋势不断加快，在碳中和情景下，各机构均预计
2060年电气化率将超过60%。高电气化进程会导致电力负荷需求
的提升，源网荷储均需要做出适应和调整。在能源基金会清洁电

力项目主管周锋的主持下，下半场围绕“深度电气化及网荷友好
互动”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能源基金会未来的电气化工作
提出了以下几方面建议。

1. 建筑部门电气化

建筑部门在建筑屋顶光伏、建筑停车位电动车充电、建筑柔
性调节几个方面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是能源基金会可以重点关注
的方面。

面向整个国家的双碳目标，各行业应共同寻求系统性成本最优
的减排方式，而非各自追求极值目标，能源基金会可支持各个行业
间以及行业和公众间两个系统的搭接。

2. 工业部门电气化

中国电炉钢比例远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碳中和路径中，钢
铁行业用电将大幅增加。在煤炭转型电气化大背景下，能源基金会
可以从电力系统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包括绿电、碳排放交
易、机制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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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系统低碳化、智能化方面，能源基金会可以支持宏观的
中长期规划研究向工业部门进一步深入，进而给出一些可落地、可
实施的政策方案。

3. 交通领域电气化

当下的电力系统为新能源汽车提供了发展机会。随着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提升及其与电力系统结合得更加紧密，能源安全、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补贴政策退坡等问题亟待解决。

未来在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方面还要重点关注智能充电、有
序充电、大规模充电、电池梯次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微电网充电网
络与新能源汽车智能互联、多网融合、云计算平台等，支撑并促进
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的融合发展。

4. 分布式能源的发展

可再生的分布式能源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且普遍带有储能环
节，如能实现分散的储热和储冷，将对平抑负荷峰值十分有利，对
能源安全也是一巨大保障，是能源基金会可以关注的重要话题。

分布式能源面临诸多挑战，如隔墙售电的可操作性与各方利益
分配与权责明晰、大电源大电网与分布式系统如何兼容互补、市场
机制如何充分释放价格信号等问题，能源基金会可以在理论层面支
持对这些问题进行完备的推演，并促成相关示范项目的落地。

5. 未来电力系统建设

极端气候情况将成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常态化考验。四川的
限电问题揭示出以往研究对于“双碳”路径判断的不足，因此能源
基金会可在中长期的课题布局上做一些持续性的研究，将电力系统
如何适应极端天气的机理探讨得更加清楚。此外，更高比例的清洁
能源系统其稳定性更容易受极端天气影响，因此未来的电力研究应
与气象预测有更紧密的结合。

能源基金会可围绕灵活性、韧性、可靠性、稳定性、经济性这
五个方面研究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问题，其中最综合的是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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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化路径探索

相比“十三五”，“十四五”的供需形势已发生较大变化，
因此对于能源基金会来说，至少到2035年前的电气化路径值得
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深度电气化是终端消费侧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
电气化逐渐进入深水区，技术和政策上仍有些壁垒需要进一步突
破。由于电气化替代难度越来越大，电力替代幅度将有所降低。
“十四五”期间的主要替代方向包括工业电锅炉、电动汽车、轨
道交通等，也是能源基金会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吴吟，中
国能源研究会理事、中国华电副总法律顾问陈宗法，北京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潘一玲，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与研究中心主任程琳，中国煤炭学
会秘书长王蕾，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可持续
发展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张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教
授付林，山西省煤炭加工利用学会环境保护专业委业会主任、
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袁进，内蒙古自治区
北宸智库首席专家文风，《财经》杂志高级记者韩舒淋，北控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段洁仪，国网能源研究所副院长蒋
莉萍，南方电网北京公司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张轩，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综合能源部主任辛颂旭，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郝斌，中国电动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小诗，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东北大学低
碳钢铁前沿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琦，参加会议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