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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篇之—山西转型（上）

山西能源服务产业的现状山西能源服务产业的现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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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山西省的困境在于：一是
长期一煤独大，造成了我们的产业结构畸形；二是
长期的国有企业主导，造成了民营经济成分太弱；
三是产业配套的空心化，例如，在太原高新区内的
许多企业需要开模具、配电路板等，但全省范围找
不到可以配套的厂家，都要依赖江浙和广东等地，
配套成本非常高；四是人才外流，引进成为空话；五
是投入太少，创新能力不足。

所以“创新创业”对山西省有什么样的特殊意
义呢？在山西做“双创”首先是要更新思想观念，改
变思维方式，抛弃一煤独大，改变国有企业主导的
现状。再就是要活跃民营经济，大量增加民营中小
企业的基础数量，只有在铺天盖地中小企业的数量
基础上，才会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进而才有
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最后才能激发经济活力，改
变产业结构。山西的转型发展之路必须如此。

山西的困境与破局山西的困境与破局（三）

伴随全社会发电量、用电量稳步
增加，山西 GDP 的增量及环保建设和
能源利用率将成为关注的核心点。能
源利用的有效数据监测及节能改造将
会是服务焦点。截至 2018 年底，山西
煤电装机容量 6250 万千瓦，占全省发
电结构的 71.4%。山西光伏和风电装
机总容量突破 1900 万千瓦，同比增
长 30%;新能源弃电量 3.22 亿千瓦时，
弃电率 1.12%。

山 西 电 力 交 易 市 场 主 体 逐 年
递 增 ，基 本 保 持 在 30%以 上 的 递 增
速 度 ，市 场 活 跃 度 高 ，截 至 2018 年
年底，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共计节约
电 费 接 近 40 亿 元 ，度 电 成 本 降 低
0.035 元/千瓦时。

用户侧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有偏
差考核和度电成本。目前，调节偏差
考核的手段主要有能源监测服务、储
能做调偏辅助。能源监测提供的服务
主要有节电管理、服务预测、峰谷用电
优化、节能改造以及未来的电力现货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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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电
（记者 李新民 王璐） 截至 2020 年
12月 27日上午 10时，中国石油长庆油田
年 产 油 气 当 量 突 破 6000 万 吨 ，达 到
6000.08万吨，其中原油 2451.80万吨、天
然气 445.31 亿立方米，创造了我国油气
田产量历史最高纪录。

当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和中
国 石 油 长 庆 油 田 公 司（下 称“ 长 庆 油
田”）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
这一消息。至此，中国石油工业新的里
程碑诞生，标志着我国建成了年产油气
当量 6000 万吨级特大型油气田。

“这只是一个开始。”长庆油田执行董
事、党委书记付锁堂在发布会上表示，基于
资源优势的积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低

成本模式的创新，长庆油田规划在“十四
五”期间，把油气年产量提升到6800万吨。

在新闻发布会后召开的能源安全
及能源企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我国石油和天然
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长庆
油田年产油气当量突破 6000 万吨，对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堪称我国能
源安全的“压舱石”。

据了解，长庆油田开发的鄂尔多斯
盆地，是我国第二大含油气盆地，资源
丰富，但是典型的低渗、低压、低丰度的

“三低”油气藏，其经济有效开发属于世
界性难题。

从低渗透油田起步，突破特低渗、
再战超低渗、解放致密气，到实现页岩

油规模有效开发，长庆油田先后近 50 年
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创造了油气产量
持续快速增长和低成本开发两大奇迹，
为世界上同类低渗透油藏的勘探开发
探索了成功的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长庆油田累计探明石油
储量 59 亿吨、探明天然气储量 4 万亿立
方米。连续 10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超 3
亿吨，连续 14 年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超
2000亿立方米，“十三五”期间，每年新增
油气探明储量占全国 35%以上。先后成
功开发了 35个油田和 13个气田，率先建
成了我国百万吨级页岩油示范开发区和
首个 400 亿方大气田，已累计给国家贡
献油气产量超过 7.6亿吨，油气年产量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 1/8和 1/4。

值得注意的是，十多年来，长庆油田
油气当量从 2000万吨增长到 6000万吨，
用工总量始终控制在 7万人左右，“十三
五”期间劳动生产率提升了近一倍。

付锁堂表示，依靠技术、管理等多
方面创新获得的低成本优势，长庆油田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超低油价叠加
影响下，2020 年依然实现利润超过 150
亿元，创造了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升级、
效益发展的成功范例。

作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地，
长庆油田担负着 50 多个大中城市供气，
自 1997 年正式向外供气以来，已累计生
产天然气 4683 亿立方米，相当于替代了
5.69 亿吨标煤，减少碳排放物 3.8 亿吨，
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长庆油田年产油气当量突破 6000万吨 创历史纪录

位于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城市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大同市为制造应用基地，辐射周边省市，打造中国北方“动力及储能”系统，
推动主体能源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更替发展。图为该市公司 Pack组装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模组装箱工位智能机器人。

本报记者 于宏摄

对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评价一
般有五个维度：第一是知识创造，是
不断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第二是知识
获取，指利用全球一切可利用知识的
能力；第三是企业创新，是企业应用
新知识，推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能
力；第四是创新环境，指为知识产生、
流动和应用提供相应环境的能力；第
五是创新绩效，指创新的产出能力。

去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用这五个维度作为一级指
标，同时设计了 20 个二级指标、40 个
三级指标以及 137 个四级指标，对我
们全国的区域创新能力作出了排名。

在排序表中，我们山西省的得分
是 17.93 分，排名倒数第二，在西藏的
前面。如果我们将分数都乘以 2 的

话，第一名广东省（得分为 55.24 分）
就相当于 100 分的考卷得了满分，附
加题还得了 10 分。而山西省仅不到
36分，离及格线都差很远。

从 2007 年-2016 年中国区域创
新能力排名变化情况来看，山西省从
2011 年开始几乎是逐年下滑的，一
直下滑到 2017 年的倒数第二位。

从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五个维
度来看，山西省的知识创造和知识获
取还是略微有所提高，但是企业创新
在急剧下降，2016 年至 2017 年下降
了四位，导致了创新绩效也下降得很
快。总体上看，导致山西省排名下降
的 指 标 主 要 是 企 业 创 新 和 创 新 绩
效。也就是说，企业的投入和创新能
力下降得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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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有效入库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量是 13.1万家，山西省有 2668
家，占全国比例是 2.03%；全国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在 2018年底是 18.1万家，山西
省经过 2017年一年的努力，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达到 1630家，在全国的占比
仅为 0.9%。实际上，山西省很多科技指
标，包括专利、研发投入等等，在全国的
占比，都徘徊在 0.6%、0.7%、0.8%和 1%
左右。

对 2017 年中部六省高新技术企业
的数量及部分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山
西省也垫底了。过去，山西在中部六
省是在中间的，安徽省和江西省是比
不上的。但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安
徽和江西都超过了山西，江西省高企
的数量是山西的近两倍，从营业收入、

工业总产值、净利润、上缴税金等指标
上看，山西都是很不理想的。

再看我省 2018 年底 1630 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技术领域分布，基本上是电
子信息类企业居多，占 497 家，但这基
本上是以集中在太原写字楼里的没有
规模的小企业为主。相对来讲，山西
省比较有竞争力的领域是，先进制造
与自动化 335 家，新材料 203 家，生物
与新医药占 159 家，高新技术服务业
168家。

截至 2016年底，山西省有太原和长
治两家国家级高新区，合并综改区后，现
在就剩下长治一家。实际上，一个地区
的高新区的数量与这个地区的 GDP 是
呈正相关关系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的高新区数量虽少，但质量非常高。

山西的困境与破局山西的困境与破局（一） 山西的困境与破局山西的困境与破局（二）

白皮书：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2020年12月
22日表示，我国天然气产量连续4年增产超
过100亿立方米，今年预计产量超过1860
亿立方米。

章建华在当日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
会上表示，我国原油产量连续两年企稳回
升，今年预计达1.94亿吨，长庆、渤海海域、
塔里木油田产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非常

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成为新的增长点。
章建华还表示，当前，我国能源消

费呈现出“四增”的良好态势：清洁能
源 在 能 源 消 费 增 量 中 的 份 额 增 长 到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增长到 15.8%，天然气消费年均增
速超过 10%，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增长到约 27%。 据新华社

我国天然气产量连续 4年增产超 100亿立方米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
皮书显示，建设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
系，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

白皮书说，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是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途径。
中国把非化石能源放在能源发展优先
位置，大力推进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
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太
阳能多元化利用。全面协调推进风电
开发。推进水电绿色发展。安全有序
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
热能和海洋能。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率显著
提升，2019 年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达
96%、光伏发电利用率达 98%、主要流

域水能利用率达 96%。
白皮书表示，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化石

能源。推进煤炭安全智能绿色开发利用。
清洁高效发展火电。提高天然气生产能
力。提升石油勘探开发与加工水平。2016
年至2019年，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9亿
吨/年以上。截至 2019年底，累计淘汰煤
电落后产能超过1亿千瓦，煤电装机占总
发电装机比重从 2012年的 65.7%下降至
2019年的52%。2017年以来，每年新增天
然气产量超过100亿立方米。

白皮书还显示，加强能源储运调
峰体系建设。统筹发展煤电油气多种
能源输运方式，构建互联互通输配网
络，打造稳定可靠的储运调峰体系，提
升应急保障能力。 据新华社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获悉，内蒙
古乌拉特中旗 100MW 槽式导热油 10
小时储能光热发电项目日前实现满负
荷发电，成为国内同纬度下第一个满
负荷发电的光热项目。

该项目是国家首批光热示范项目
中单体规模最大、储热时长最长的槽式
光热发电项目，由中国船舶集团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建设、调试和运
维。电站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约 3.92
亿千瓦时，年节省标煤 12万吨、减排二
氧 化 碳 30 万 吨 、减 少 硫 氧 化 物 排 放
9000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4500吨。

光热发电项目集发电与储能为一
身，对于保证电力系统安全、高效具有
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发展光热产业有
利于促进钢材、玻璃、水泥、传统火电等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相关行
业技术水平，带动能源装备产业发展。

该项目于 2018 年 6 月正式动工，
2020年 1月 8日首次实现并网发电。项
目建设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中船
新能编制了200余项光热标准、规范、工
艺等技术体系，创造了光热项目单日系
统注油 570吨的世界纪录、单日注油 38
个集热回路的世界纪录、集热场一次流
量平衡调节精度世界纪录、建设周期和
调试周期最短的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

乌拉特中旗国家光热示范

项目实现满负荷发电

18001 次 首 列 万 吨 重 载 列 车 ，
2020 年 12 月 26 日从国家能源集团朔
黄 铁 路 黄 骅 南 站 驶 出 ，标 志 着 环 渤
海 能 源 新 通 道 黄（骅）大（家 洼）铁 路
全线开通运营。

黄大铁路全长 216.8 公里，以朔黄
铁路黄骅南站为起点，经河北省沧州
市，山东省滨州市、东营市、潍坊市，接
入益羊铁路大家洼车站，全程共设 10
个车站。黄大铁路为国家Ⅰ级、单线电
气化重载铁路，设计货物发送量近期
3197 万吨、远期 4752 万吨。

黄大铁路是国家环渤海湾铁路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后，与国家能源
集团朔黄铁路、黄万铁路组成正线全长
880 公里，横跨山西、河北两省，北通天
津港、河北黄骅港，南达山东龙口港的
国家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干线铁路网，
构架起山东与陕西、内蒙古西部、山西
等能源基地间的直接交通联系。可持
续缓解黄骅港和天津煤码头吞吐压力，

形成清洁能源分流、下海的新通道，以
更为环保、经济的方式解决山东省的

“燃煤之急”。同时，黄大铁路可同步构
建反向运输新通道，将黄河三角洲地区
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石等产品，以最经
济的方式供应给中西部地区。

位于黄大铁路沿线的国家能源集
团国华寿光电厂，过去主要煤炭运输途
径为黄骅港海运至龙口港，每吨总运费
107 元。改为铁路运输后，每吨煤炭可
节省运费 43.56 元，年可节约运费 1.74
亿元。此外，以铁路方式运输，还可有
效降低公路煤炭运输中的污染问题，经
济效益、环保效益均十分显著。

黄大铁路的开通运营，将对带动
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腾飞，提高铁海
联运的综合效益，助力完成国家“公
转铁”战略目标，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

环渤海能源新通道黄大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