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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回顾24年：年初以来用电需求韧性十足，1-9月份，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全社会用电量7.4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供给侧方面，今年前三

季度主要流域来水好转，水电出力显著增加；在大量新增装机推动下，风电和光伏出力呈现双位数增长；水电、绿电出力的提升，挤压了火电电量空间；核电受
机组大修影响，出力基本持平。

◼ 展望25年：在多年反复打磨后，《能源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对现有的《电力法》等能源行业相关法规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在初步成型的国内碳市场加速与全
球碳市场对接融合的时代浪潮中，《能源法》为“双碳”保驾护航，推动其更高质量地达成目标。

◼ 水电：关键词——更新改造&抽水蓄能。在节能环保与老旧设备更新的双重政策助推下，水轮机等电站设备的更新改造将带来新一轮的产业链资本开支及电站运
营潜力的释放。抽水蓄能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产业政策起伏后，有望回归本源，将没有库存、唯有强力管制的旧电力系统转变为有容乃大的新型电力系统。 

◼ 火电：关键词——低碳&转型。从脱硫脱硝到超低排放再到灵活性，火电将迎来新一轮的技术改造——低碳。既要、又要、还要、更要的难题下，潜藏着火电在
3060目标实现后仍能继续存在的生机。火电未来的主旋律是“低碳”和“转型”。一方面煤电机组将稳步向基础性、支撑性、调节性电源转型，退出主力发电能
源的舞台，逐步让渡利用小时；另一方将创新升级，实施低碳化转型，但目前的技术方案仍处于早期阶段。

◼ 核电：关键词——核能&创新。从“核电”到“核能”，一字之差却打开了局限民用核工业多年的桎梏，商业模式从单纯的发电扩大至电、热、医等多类产品。
格局打开后，产业链的创新值得期待。2024年核准11台机组，创近十五年新高，核电发展步伐坚定，且今年核电行业资本运作加速，赋能核电助力成长。小堆提
速，四/五代堆酝酿能源革命，核能多用途产业化应用时代正在到来。

◼ 绿电：关键词——加快&有序。 “加快”两字明确了对“双碳”的坚定信念，供需差短期走扩、长期收敛，政策、资金层面的支持可期。作为沿海发达地区最后
的自有优质保供资源，海风这块“香饽饽”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 投资建议

➢ 《能源法》作为总纲性质的法则，虽然短期内对于行业的影响不会显山露水，但中、长期维度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纲举目张，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或将带来电力
以及整个能源行业的一系列变化。

➢ 水电板块建议关注长江电力、黔源电力，此外还建议关注国投电力、华能水电、川投能源；火电板块建议关注申能股份、福能股份，此外还建议关注华电国际、
江苏国信、浙能电力、皖能电力；核电板块建议关注中国核电，此外还建议关注中国广核；绿电板块建议关注三峡能源，此外还建议关注龙源电力、浙江新能、
中绿电。

◼ 风险提示

➢ 政策不及预期；利用小时下降；上网电价波动；煤炭价格上升；降水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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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4年市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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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4年1月2日-11月28日申万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

图表：2024年1月2日-11月28日申万电力三级子行业指数涨跌幅 图表：2024年1月2日-11月28日申万电力三级子行业涨跌幅前2个股

来源： iFind，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申万三级行业 涨幅榜前二 跌幅榜二

水电
国网信通 36.8% 闽东电力 -11.3%

广安爱众 31.6% 梅雁吉祥 -7.1%

火电
电投产融 75.6% 协鑫能科 -35.3%

申能股份 27.3% 金房能源 -26.3%

风电
中闽能源 46.5% 立新能源 -18.5%

三峡能源 6.3% 川能动力 -15.1%

光伏
林洋能源 14.1% ST旭蓝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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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需：需求旺盛，水涨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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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侧

➢ 1-2月受低温、闰年、上年同期低基数叠加影响
，电力消费两位数增长；3-5月电力消费保持平
稳较快增长势头；6月增速有所回落；7-9月电
力消费增速有所回升。1-9月份，全国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8%；全社会用电量7.41万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7.9% ， 较 上 年 同 期 提 高
2.3pct，2021-2024年CAGR为6.3%。

➢ 分产业用电看，一产、二产、三产、居民用电1-
9月分别同比增长6.9%、5.9%、11.2%、12.6%
。

◼ 供给侧

➢ 1-9月份，全国规上电厂发电量7.06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4%，较上年同期提高1.2pct，三
年CAGR为5.1%；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
时2619小时，同比减少97小时，降幅3.6%。今
年前三季度主要流域来水好转，水电出力持续增
加；水电和新能源出力增加，挤压火电出力空间
；受机组大修影响，核电出力基本持平；风电和
光伏出力两位数增长。

➢ 发电量结构中，与上年同期相比，水电占比提高
1.3pct至14.2%；火电占比降低2.8pct至67.2%
；核电占比减少0.2pct至4.6%；风电占比减少
0.2pct至9.5%；光伏占比提高1.1pct至4.4%。

图表： 1Q-3Q24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5.4% 图表： 3Q24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6.8%

图表： 1Q-3Q24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9% 图表： 3Q24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7%

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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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景气度：盈利趋平向下

6

◼ 1Q-3Q24

➢ 电力行业94家上市公司中，实现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的有50家，另有4家公司扭亏为盈；有29
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另有6家出现亏损
、5家持续亏损。

➢ A股电力行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母净利润
同比分别降低0.5%、降低3.2%和增加10.5%，
毛利率、净利率分别为23.4%、11.2%，较上年
同期分别提高2.1、增加1.1pct。

◼ 3Q24

➢ 电力行业94家上市公司中，实现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的有45家，另有4家公司扭亏为盈；有29
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另有10家出现亏
损、6家持续亏损。

➢ A股电力行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母净利润
同比分别增加1.4%、增加0.5%和降低2.7%，毛
利率、净利率分别为24.2%、14.7%，较上年同
期分别提高0.7、降低0.6pct。

图表： 3Q24电力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降低2.7% 图表： 3Q24电力行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比提
高0.7pct、降低0.6pct

图表： 3Q24电力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4% 图表： 3Q24电力行业营业成本同比增加0.5%

来源： 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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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千呼万唤始出来，能源法纲举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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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出台，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它是我国能源领域一部
起着基础性、统领性的法律，填补了立法空白。

◼ 我国已制定了《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多部单行能源法律法规，但一直缺乏一部纲领性的能源法；各能源
单行法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容易产生冲突，也无法处理能源发展在方向性、战略性和整体性上的问题。出台能源法可填补我国能源领域基础性法律
空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图表： 《能源法》亮点内容

来源：中国能源报，新华社，华福证券研究所

章节 亮点内容

总则
本法所称能源，是指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
能以及电力、热力、氢能等。

能源规划 能源规划包括全国综合能源规划、全国分领域能源规划、区域能源规划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规划等。

能源开发利用

国家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国家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供电企业、售电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和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消纳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的责任。

国家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小型水电站。开发建设和更新改造水电站，应当符合流域相关规划，统筹兼顾防洪、生态、供水、灌溉、
航运等方面的需要。

国家推进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支持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就近开发利用，合理有序开发海上
风电，积极发展光热发电。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统筹协调全国核电发展和布局，依据职责加强对核电站规划、选址、设计、建造、运行等环节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积极有序推进氢能开发利用，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等制度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鼓励能源用户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源。

能源市场体系
国家完善能源价格调控制度，提升能源价格调控效能，构建防范和应对能源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机制。

国家积极促进能源领域国际投资和贸易合作，有效防范和应对国际能源市场风险。

能源储备和应急 国家完善能源储备监管体制，加快能源储备设施建设，提高能源储备运营主体专业化水平，加强能源储备信息化建设，持续提升能源储备综合效能。

能源科技创新 能源科技创新应当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规划的重点支持领域。

监督管理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信用记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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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碳市场&国际逐步接轨，双碳加持绿色转型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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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巴黎协定》第6条细则

来源：联合国，华福证券研究所

◼ 11月11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6.4条）下的碳
信用创建标准达成共识，以确保国际碳市场在联合国监督下诚信运作。

◼ 6.4条机制的通过将显著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国碳市场纳入众多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
碳市场。通过6.4条，中国的CCER机制因此得以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全球碳信用交易，吸引国际资金支持国内绿色项目。

机制 细则

6.1 缔约方认识到，有些缔约方选择自愿合作执行它们的国家自主贡献，以能够提高它们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力度，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完整。

6.2
缔约方如果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合作方法，并使用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就应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环境完整和透明，包括在治理方面，并应运用稳健的
核算，以主要依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指导确保避免双重核算。

6.3 使用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来实现本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应是自愿的，并得到参加的缔约方的允许的。

6.4

兹在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授权和指导下，建立一个机制，供缔约方自愿使用，以促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减缓，支持可持续发展。它应受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指定的一个机构的监督，应旨在：

(a) 促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b) 奖励和便利缔约方授权下的公私实体参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c) 促进东道缔约方减少排放量，以便从减缓活动导致的减排中受益，这也可以被另一缔约方用来履行其国家自主贡献 ；
(d) 实现全球排放的全面减缓。

6.5 从本条第4款所述的机制产生的减排，如果被另一缔约方用作表示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实现情况，则不应再被用作表示东道缔约方自主贡献的实现情况。

6.6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应确保本条第4款所述机制下开展的活动所产生的一部分收益用于负担行政开支，以及援助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特别脆弱的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费用。

6.7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在第一届会议上通过本条第4款所述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

6.8

缔约方认识到，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必须以协调和有效的方式向缔约方提供综合、整体和平衡的非市场方法，包括酌情主要通过，减缓、适应、融资、技术转让和
能力建设，以协助执行它们的国家自主贡献。这些方法应旨在：

(a) 提高减缓和适应力度；
(b) 加强公私部门参与执行国家自主贡献；
(c) 创造各种手段和有关体制安排之间协调的机会。

6.9 兹确定一个本条第8款提及的可持续发展非市场方法的框架，以推广非市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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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化绿电绿证市场改革，促进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0

图表： 《能源法》-绿电交易类审议稿与表决通过稿对照表

来源：中电联法律分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浪财经，华福证券研究所

◼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强调健全绿色转型市场化机制，并明确指出应加强绿电、绿证、碳
交易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

◼ 《能源法》提出，“国家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等制度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鼓励能源用户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
源”。绿证一方面可以证明用户完成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的情况，使得消纳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当某一主体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超出
了自身的消纳量时，也可以将多出来的部分卖给那些消纳量不够的主体进行盈利，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 截至2024年10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35.51亿个。其中，风电13.23亿个，占37.25%；太阳能发电6.81亿个，占19.18%；常规水电12.77亿个
，占35.97%；生物质发电2.64亿个，占7.44%；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567万个，占0.16%。

首次审议稿（4月26日） 二次审议稿（9月13日） 表决通过稿（11月8日）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第二十七条 国家推动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多能
互补、多能联供综合能源服务，提
高终端能源消费清洁化、高效化、
智能化水平。国家建立绿色能源消
费促进机制，鼓励能源用户优先使
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源。公
共机构应当优先采购、使用可再生
能源等清洁低碳能源以及节能的产
品和服务。能源企业、能源用户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和使用能
源计量器具。能源用户应当按照安
全使用规范和有关节能的规定合理
使用能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能源需求侧管理，引
导能源用户调整用能方式、时间、
数量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三条 国家推动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 , 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多能
互补、多能联供综合能源服务 , 提
高终端能源消费清洁化、低碳化、 
高效化、智能化水平。国家通过实
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等制度
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 , 鼓励
能源用户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清
洁低碳能源。公共机构应当优先采
购 、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
源以及节约能源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十四条 国家推动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多
能互补、多能联供综合能源服务，
积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节
约能源服务，提高终端能源消费清
洁化、低碳化、高效化、智能化水
平。国家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等制度建立绿色能源消费
促进机制，鼓励能源用户优先使用
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源。公共
机构应当优先采购、使用可再生能
源等清洁低碳能源以及节约能源的
产品和服务。

图表： 24年11月国内首次实现市场化用户绿电绿证、碳配额和ESG一体
化、全链条服务

华福证券

华福证券



◼ 回顾24年

◼ 展望25年

◼ 各板块展望

◼ 投资建议

◼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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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电：水力丰盈，业绩稳健

12

◼ 水文&电量

➢ 1Q-3Q水电发电量100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0%，比上年同期增长26.1个百分点；其中Q3
全国水电发电量45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6%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

➢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平均降水量633.3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10.5%。全国共发生36次区域暴
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局地
降雨突破极值。

◼ 业绩

➢ 1Q-3Q24，A股水电板块实现营收1325亿元，
同比下降0.8%；实现归母净利润459亿元，同比
增长26.0%；毛利率、净利率同比分别增长7.9、
7.4个百分点至50.0%、34.6%。

➢ 3Q24，A股水电板块实现营收558亿元，同比增
长2.5%；实现归母净利润246亿元，同比增长
25.2%；毛利率、净利率同比分别增长6.5、7.7
个百分点至58.2%、45.4%。

图表： 3Q24水电板块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5.2% 图表： 3Q24水电板块毛利率、净利率同比增长
6.5pct 和7.7pct

图表： 1Q-3Q24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6.0% 图表：3Q24水电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

来源：国家统计局， iFinD， 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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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电：《能源法》关键点之——更新改造

13来源：中国日报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水润京华，华福证券研究所 

◼ 《能源法》第二十四条提出：国家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小型水电站。开发建设和更新改造水电站，应当符合流域相
关规划，统筹兼顾防洪、生态、供水、灌溉、航运等方面的需要。

◼ 为支持老水电站的设备更新改造，我国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旨在降低企业改造成本，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水电行业向
绿色、高效、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2024年3月，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
版）》中首次将小型水电站更新改造纳入其中，包括对小型水电站进行更新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提高能效水平，实现无人值班、远程监控
，具备条件的通过集控中心实现集约化管理。此次小型水电站更新改造纳入2024版《目录》，标志着小水电在能源绿色化发展领域发挥的作
用得到认可。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老旧水电站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中央财政还将给予直接补贴，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改造成本。

图表：葛洲坝水电站实施大规模智慧化升级 图表： 渔子溪电站改造后每年可增发电量约438
万千瓦时

图表： 官厅水电站3台机组改造后预计年减排能
力提升近2倍

华福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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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电：《能源法》关键点之——抽水蓄能

14来源：中电联法律分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电力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iF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16-2023年抽水蓄能装机容量◼ 《能源法》第三十二条提出：国家合理布局、积极有序开发建设抽
水蓄能电站，推进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发挥各类储能在电力系统
中的调节作用。

◼ 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电网
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抽水蓄能电站投运规模达到8000万
千瓦以上，需求侧响应能力达到最大负荷的5%以上。这将有效促
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为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支撑。

图表： 2016-2023年抽水蓄能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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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能源法》抽水蓄能审议稿与表决通过稿对照表

首次审议稿（4月26日） 二次审议稿（9月13日） 表决通过稿（11月8日）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能源开发利用

新增

第三十一条 国家合理布局 、积
极有序开发建设抽水蓄能站 , 推
进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 发挥各
类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调节作用。

第三十二条 国家合理布局、积
极有序开发建设抽水蓄能电站，
推进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发
挥各类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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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电：营收成本增速差归零，此轮煤电联动红利到期

15

◼ 电量&煤价

➢ 1Q-3Q23火电出力高基数，叠加24年前三
季度来水偏丰、夏季高温用电需求旺盛等因
素影响，1Q-3Q24火电完成电量47439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9%，较上年同期降低
3.9pct；3Q24火电完成电量17386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2.6%，较上年同期降低0.6pct
。

➢ 年初以来国内港口动力煤价格整体呈下跌趋
势，长协煤和现货煤价差缩小，24年前三季
度秦皇岛港Q5500动力煤均价为865.52元/
吨，同比降低102.36元/吨，降幅10.6%，
其 中 Q3 均 价 为 848.09 元 / 吨 ， 同 比 降 低
18.10元/吨，降幅2.1%。

◼ 业绩

➢ 1Q-3Q24，A股火电板块实现营收10369亿
元，同比降低1.3%；实现归母净利润713亿
元，同比增长11.5%；毛利率、净利率分别
为16.0%、6.9%，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1.9
、0.8pct。

➢ 3Q24，A股火电板块实现营收3774亿元，
同比增长0.9%，营收、成本增速差环比Q2
下降2.6pct至-0.3pct；实现归母净利润237
亿元，同比降低22.2%；毛利率、净利率分
别降低0.2、1.8pct至16.2%、9.0%。

图表： 3Q24火电营收、成本增速差-0.3% 图表： 3Q24火电归母净利润同比降低22.2%

图表： 3Q24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2.6% 图表： 3Q24秦皇岛港Q5500动力煤均价同比下降2.1%

来源：国家统计局， iFinD， 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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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电：《能源法》关键词——低碳&转型
◼ 6月24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方案提出：到 2025年，首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

设项目全部开工，相关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 年同类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平降低 20%左右；到 2027年，相关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
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平降低 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对煤电清洁低碳转型形成较强的引领带动作用。

◼ 火电未来的主旋律是“低碳”和“转型”。一方面煤电机组将创新升级，实施低碳化改造；另一方将稳步向基础性、支撑性、调节性电源转型。

16来源：中电联法律分会，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发改委，碳峰研究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能源局，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能源法》表决通过稿——火电相关内容

《能源法》表决通过稿相关内容 对比 《能源法》表决通过稿相关内容 对比

第三条：能源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
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推动能源消
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
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立足国内、多元
保障、节约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新型能源体系。

二次稿较首次稿新增“新发展理念和”，
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火电低碳化改造、三改联动，创
新、绿色发展。多能互补发展是实现电力
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如火电和新
能源协同）。

第十四条 ：对在能源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次稿较首次稿新增本条。强调
“能源科技创新”，以创新助力能
源低碳发展（如煤电低碳化改造）。

第五条：国家完善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和
消费结构，积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国家建立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快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

二次稿较首次稿改为“建立能源消耗总
量…体系”，通过稿较二次稿新增“积
极”。2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
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火电作为六大高耗能行业之一，
首当其冲。

第二十二条：国家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合理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推进非化石能
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发展目标，按年度
监测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二次稿较首次稿新增“利用”、改
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
替代化石能源 ,  提高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煤电是我国电力系统保
持安全稳定运行、实现电力电量平
衡、提供系统调节能力的“压舱
石”。着力推动煤电向基础性、支
撑性、调节性电源转型。

第八条：国家建立健全能源标准体系，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
低碳转型，促进能源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通过稿较首次稿和二次稿新增本条。强调
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转型，并力求在
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五十六条 ：国家制定鼓励和支持能源科技创新的
政策措施，推动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能源
科技创新体系。

通过稿较二次稿新增“制定鼓励和
支持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
强调“能源科技创新”，以创新助
力能源低碳发展（如煤电低碳化改
造）。

第九条：国家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支持能源开发利
用的科技研究、应用示范和产业化发展，为能源高质量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二次稿较首次稿删除“制定鼓励和支持能
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 , ”通过稿较二次
稿改为“支持能源开发利用…支撑”。强
调“能源科技创新”，以创新助力能源低
碳发展（如煤电低碳化改造）。

第七十五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化石
能源，是指由远古动植物化石经地质作用演变成的
能源， 包括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等。

二次稿较首次稿新增本条，明晰范
围。煤炭、石油、天然气属于化石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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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了3种改造建设方式：

◼ 1）生物质掺烧，改造建设后煤电机组应具备掺烧10%以上生物质燃料能力，所在地应具备长期稳定可获得的农林废弃物、沙生植物、能源植物等生
物质资源。目前主要三种路线（生物质制粉直接掺烧；生物质气化间接掺烧；与燃煤锅炉并联耦合发电），前两种应用相对较多但整体仍处于示范阶
段。我国在生物质掺烧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但尚未展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

✓ 案例：我国首个秸秆与煤粉混烧项目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2005年投产。国内首台大型燃煤耦合生物质示范项目华能日照电厂2022年完成试运行。

◼ 2）绿氨掺烧，改造建设后煤电机组应具备掺烧10%以上绿氨能力，所在地应具备可靠的绿氨来源，并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以满足绿氨制备需
要。目前煤电掺氨燃烧技术在我国处于工业化试验阶段。

✓ 案例：2023年皖能铜陵电厂300MW燃煤机组大比例掺氨燃烧试验；23年中国神华台山电厂630MW大容量燃煤锅炉掺氨清洁高效燃烧工程验证项目

◼ 3）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所在地及周边应具备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场景，或具有长期稳定地质封存条件。目前还都处于示范阶段。

✓ 案例：国内首个燃煤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华能集团北京高碑店热电厂2008年投产；目前国内最大的煤电CCUS项目国家能源集团泰州发电
有限公司5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及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2023年6月正式投产。

图表：我国首个秸秆与煤粉混烧发电项目十里泉电厂

来源：国资委，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庄快报，安徽新闻联播，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300兆瓦燃煤机组 图表：国家能源集团50万吨/年CCUS示范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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