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 1978~2017年
•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6.3億噸標準煤增至35.9億噸標準煤

•電力裝機規模從5712萬千瓦增至17.8億千瓦

•油氣主幹管道里程從0.8萬千米增至13萬千米

• 220千伏及以上輸電線路回路長度從2.3萬千米增至68.7萬千米

•煤炭、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由70.7%、3.4%分別調整至60.4%和13.8%
•電力裝機結構從以火、水為主演變為水、火、核、風、光並存，非化石能

源裝機占比由30%增至37.8%。



能源使用增加後的結果





回顧過去1978-1985
•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回應電力供應短缺問題

•電力部提出利用部門與地方及部門與部門聯合辦電、集

資辦電、利用外資辦電等辦法來解決電力建設資金不足

的問題,並且對集資新建的電力項目按還本付息的原則核

定電價水準



回顧過去1986-2002
•將電力聯合公司改組為電力集團公司，組建了華北、東

北、華東、華中、西北五大電力集團。

•1997年1月16日，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這

個按現代企業制度組建的大型國有公司的誕生。



回顧過去2002-2012
•2002年12月，國務院下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提出了“廠網分開、

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的16字方針並規劃了改革路徑。

•後來,國內外經濟與電力供需形勢出現較大變化，改革環境風險加大，

利益紛爭加劇，意見分歧較多，致使電力改革裹足不前

•2003年8月14日的美加大停電事故、後續的英國倫敦與歐洲電網等多

起大停電事件

•2008年國內南方冰凍災害後的大停電事故，以及國外電力改革後出現

的市場操縱與電價上漲等負面效應



電價
•電價完全由國家定價，而且有各種社會性加價。

•全國大部分省的銷售電價表的用電分類分為四大類：居民生活

用電、一般工商業及其他用電、大工業用電和農業生產用電。

•能源局牽頭制定的新電改方案。新方案以電網逐步退出售電和

大用戶直購競價上網為主線。



核心是電價的市場化

•在大用戶直購電改革方面，建立多買多賣的電力市場，用電企業

和發電企業繞過電網自主交易，並擁有自主選擇權。

•核心是電價的市場化，其最終目的都是打破電網公司在電力交易

中對發電公司的單一買家地位和對電力用戶的單一賣家地位，實

現電力交易市場化，逐步形成發電和售電價格由市場決定、輸配

電價由政府制定的價格機制。



若電價全面市場化後
與生活素質之關係 與能源科技之關係



電力市場化之反思

•與民生發展之關係

•與國家發展之關係

•與國家穩定之關係





•1978年前 煤炭生產銷售由國家統一調配，煤炭價格未涉及煤炭資

源價值補償；

•1978—1992年 煤炭價格基本由政府決定，主要由原煤炭工業部和

國家物價局定價；

•1992年 在徐州和棗莊兩個礦務局進行放開煤炭價格試點，煤炭價

格的市場化改革就此拉開序幕；

•1994年 國家宣佈取消全國統一的煤炭計畫價格，明確電煤仍執行

指導價格；

•2002年1月1日 取消電煤政府指導價，實行市場定價；



•2004年 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形成電煤價格“雙軌制”；

•2005年 將由政府主導的年度煤炭訂貨制度，改為政府指導煤炭產運

需銜接；

•2009年後 著力促進電煤合同價格向市場價格回歸；

•2012年 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電煤市場化改革的指導意見》，取消重

點電煤合同，實現電煤價格並軌；

•2013年 煉焦煤、動力煤期貨成功上市，逐步建立產運需各方共同參與

的全國煤炭交易會制度；

•2017年 煤炭工業協會推動建立煤炭中長期合同與“基礎價+浮動價”

定價制度



數量減少

•全國煤礦數量逐漸由上世紀80年代的8萬多處減少

到2005年的2.48萬處

•特別是2012年以來，累計關閉退出煤礦6100多處，

退出落後產能7.1億噸；全國煤礦數量降至7000處
以內



煤電一體化

•煤電一體化加快發展，煤礦投資建設或參股

電廠規模超過全國煤電17%；



意外減少

•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由1978年的9.71下降到目前

的0.106，創歷史最好水準

•這與煤礦安全生產改革有密切關係



技術提升

•煤炭行業就打破封閉式發展格局，開始引進國外先

進設備。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創新支撐作用不斷增強，煤炭

清潔高效關鍵技術取得突破，燃煤超低排放、高效

煤粉型鍋爐和煤制油等取得成功，



煤制油

•繼煤制油、煤制乙二醇等技術取得世界級成果後

•煤制乙醇獲得成功，令中國推廣乙醇汽油成為可能；



出口至外國

•2009年首次成為煤炭淨進口國，此後進口規

模不斷擴大

•2013年進口量達到3.2億噸，佔世界貿易比重

的22%左右



煤之反思

•安全程度

•技術改進

•與國家環境之關係





回顧過去1978-1988
•石油工業通過率先採取產量包干政策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大大

激發了生產

•在海洋石油領域打破禁錮，開啟對外合作先河

•先後成立三大總公司，實現了石油工業從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向市場經濟管

理體制的重大轉變

• 1982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成立

• 1983年,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成立

• 1988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成立

• 中國石油工業基本形成以陸上、海洋、石化三大公司為基礎，各自獨立經營的格局，

三大公司上下游分立，海陸分開，同時作為國家石油公司又分別行使管理職能



回顧過去1989-1998

•隨著國家不斷深化計畫、投資、稅收、外貿等領域的配套改革，石油行業

逐步由市場調控取代原先的行政、計畫管理。在海洋石油領域打破禁錮，

開啟對外合作先河

• 1998年《原油、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是中國原油、成品油價格體制的一

項重大舉措。《方案》的目標是實現原油、成品油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

最終實現了原油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



回顧過去1999-2012
• 2001年11月加入WTO，加快石油市場進一步開放。從2002年起，國家先後

降低了原油、汽油等油品關稅。民營資本、外資在中國油氣勘探開發、煉

油、成品油銷售、基礎石化原料等領域均取得了相當進展

•入世後，煉油領域為外資所關注。由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與中國石化合

資建設的福建煉化一體化專案，2009年建成並投入商業運營。中海殼牌惠

州石化於2006年初投產。在油品銷售領域，埃克森美孚、BP、SHELL與中

國石化、中國石油合資，分別在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建設和經營約

2900座加油站





2014年
國家能源局《國家能源安全戰略行動計畫（2013-2020）》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思想，

•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

•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

•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

•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

•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中國石油發展的方向…..
與生活素質之關係 與能源科技之關係





國家能源部門分分合合
•新中國成立以來，能源系統管理機構的改革，經歷了成立國家能源委員

會的成立、撤銷、再成立，

•以及國家能源部的成立、撤銷和呼籲再成立；

•期間，石油、煤炭、電力等部門經歷過多次分分合合。

•2008年大部制改革，國家能源局正式掛牌，作為此次改革的

後續，

•兩年後又成立更高層次的能源議事機構——國家能源委員會



困難重重

•國家能源局在掌管全國能源工作方面面臨不少困難，其中之一便

包括能源局缺乏實施行業管理的手段和資源。

•國家能源局實施對電力、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行業的管理，但是

與能源行業發展相關的管理職能卻又分散在不同部門，舉例來說，

煤炭行業管理的五個許可證，沒有一個在國家能源局；再例如核

電廠運行操控員考評在國家能源局，但發證卻在國家核安全局。











創新發展提高能源品質

•應對氣候變化、改善能源技術

•化石能源創新重點是提高煤炭的清潔和低碳高效利用水

準

•非化石能源創新重點是持續降低風光發電成本和發展更

先進的核電技術



解決能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题

•確定能源基地開發時序與佈局：煤炭和煤電開發進一步

向西部、北部佈局；加大西部地區水電開發力度

•推進能源開發基地與運輸通道的協同規劃與建設，如優

化調整“西煤東運、北煤南運”通道



「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推動更深層次和更高水準

的對外開放

•完善海外重點合作區域布局

•要引資、引技、引智並舉，拓寬合作領域



•提到2017年中國新能源發展

取得顯著成就：新能源裝機

規模不斷擴大，並網容量

2.93億千瓦；

•光伏發電成為電源增長的主

力，新增裝機容量首次超過

火電，累計裝機容量突破1億
千瓦，分散式光伏爆發增長；

能源消納明顯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