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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十二五”发展回顾
在过去的“十二五”期间，广西产业发展情况总体呈

现较好较快发展态势。2015 年广西全区生产总值（GDP）

16803.1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1%。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2565.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第二产业

增加值 7694.74 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6542.41

亿元，增长 9.7%。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分别为 15.3%、45.8% 和 38.9%，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为 6.7%、51.4% 和 41.9%。“十二五”期间，广西全

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5

万元。

 

随着广西“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的稳步健康发展，相

对应的广西能源供应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电源建设呈现持续发展的势头

“十二五”时期广西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2015 年

全区发电总装机容量 3455 万千瓦，比 2010 年提高 35.4%；

发电总量 1318 亿千瓦时，比 2010 年提高 27.7%。水电、火

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达 1640.2 万千瓦、

1655.4 万千瓦、108.6 万千瓦、40.85 万千瓦、9.65 万千瓦，

占比分别为 47.5%、47.9%、3.1%、1.2%、0.3%，火电装机比

重比 2010 年提高 6.9 个百分点，清洁能源装机比 2010 年增

加 355 万千瓦。

单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装机容量 GW 29．95 30．07 31.3 31.5 34

火电发电量 亿 kWh 321.55 481.60 769.19 647.32 516.04

水电发电量 亿 kWh 369.63 630.38 427.89 566.96 677.97

用电量 亿 kWh 1112.21 1153.85 1237.75 1307.50 1334.32

最高负荷 GW 13.76 15.2 16.2 18.5 23

区外来电量 亿 kWh 91.5 97.52 87.8 141 50

（二）一次能源供给能力稳步增长

截止到目前，广西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建设完成了多

个 10 万吨级深水港码头，并建成了煤炭物流园，年可接转

海运煤炭 2000 多万吨。同时完成了两大天然气管道和 LNG

接收站建设：

1.2011 年 3 月 1 日，西气东输二线广南支干线（广西段）

工程开工建设，管道全长342.8km，设计输量为100×108m3/a。

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南宁末站建成通气，标志着中国石油

管道天然气正式输送到广西区内，结束了广西没有管道天然

气的历史。

2.2013 年 10 月 20 日中缅天然气管道干线到达贵港末站，

全线建成投产。输气能力为每年 120×108m3/a。

3.2016 年 4 月 19 日我国西南地区首个 LNG 项目－中国

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北海 LNG 接收站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区正

式投产，项目一期工程形成了年接转 300 万吨液化天然气的

能力。

（三）电网建设实现优质全覆盖

截至 2015 年底，广西境内 500 千伏变电站 18 座，变电

容量 2700 万千伏安，为 2010 年的 1.6 倍，500 千伏交流线

路总长度 8522 千米；220 千伏公用变电站 136 座，变电容量

3519 万千伏安，为 2010 年的 1.3 倍，220 千伏线路总长度约

15496 千米。广西的 500 千伏电网以岩滩—平果—南宁—玉

林—逢宜—来宾—沙塘—岩滩的“日”字形环网结构为核心，

依托南方电网“西电东送”500千伏通道和南部沿海电源基地，

形成了“四横两纵”的网架格局；220 千伏电网依托 500 千

伏变电站和 220 千伏主力电源，形成了以环网和链式结构为

主的骨干网络结构。

（四）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自 2012 年以来，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宏观经

济增速回落影响，中国电力消费增速自 2012 年开始呈现下

降态势，2012 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9591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5%，自 2010 年以来首次低于 GDP 增速。能源消费

进入低速增长阶段。2015 年广西全社会用电量 1334.3 亿千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为广西经济再次大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能源支撑

邱 海  卢建龙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信委，广西南宁 530012）

【摘要】“十二五”期间，在新常态下，广西区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广西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1 － 2015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29.4%、24.8%、21.8%、16.7%、17.8%。进入“十三五”时期，广西区将全面履

行中央赋予的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

门户的“三大定位”新使命，完成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社会经济建设。

【关键词】清洁能源   可持续    广西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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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用电增长率仅为 2%。火电总平均利用小时 2988 小时，

同比下降 1165 小时；电力供应出现严重过剩。

另外，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广西区能源整体结构不

尽合理，直至 2015 年底，广西火电装机比例还是最高，达

47.9%，而清洁能源（燃气、风电、光伏）装机比例只有 1.2%，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新能源利用规模偏低，核电、太

阳能发电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风电、太阳能发电并网问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能源体系亟待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二、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电力
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使我国的能源

形势和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压力。“十二五”期内，我国大

范围（特别是华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在全

球能源形势紧张、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和人们

生活质量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制定实施新能源替代战略，

以求始终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地位。环境的严峻状况已经

向我们发出了排放空间已到极限的“红色警示”。再不加大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由此看出，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各

种绿色清洁能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进步

所必须采取的不二选择。

目前，广西可再生能源 / 清洁能源优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其清洁、源源不断、安全等显著优势，

在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太阳能光伏发电不产

生燃煤发电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问题，没有废气或噪音污染，

是完全的绿色清洁能源。同时，电池板可循环使用，系统材

料还可以再利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光伏的能源投入可进一步

降低。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事业，有利于建设环境和谐的社

会。广西太阳能光伏发电在现有的基础上，也有着广阔的前

景。

（二）天然气发电

天然气的成分主要是氢气和甲烷，没有毒性，是矿物燃

料中最清洁的能源，属于高效清洁能源。采用天然气作为能

源，燃烧产生的污染物大幅减少：以天然气为燃料发展燃气

发电或分布式能源电站，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厂相比，其

CO2 排放量约为燃煤电厂的 40%，NOx 排放量则不到燃煤

电厂的 20%，几乎无 SO2 的排放，粉尘排放为 0。可大大改

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显著的环保、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特征。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指利用天然气为燃料，通过冷热

电三联供等方式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并在负荷中心就近实

现能源、及现代能源供应方式，其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可提高

到 70% 以上，是天然气高效利用的重要方式。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与传统集中式供能方式相比，具有能效高、清洁环保、

安全性好、削峰填谷、经济效益显著等优点。“广西段和中

缅天然气管线、以及中石化广西北海液化天然气（LNG）接

收站项目建成投产”，为广西电力行业实施“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风力发电

风力是一种蕴藏丰富而又洁净的自然能源。风力资源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存在资源衰竭问题，属于可再生能源；

利用风力发电不需火电所需的煤、石油等燃料或核电站所需

的核材料即可产生电力，没有环境污染问题；风力发电环境

友好、技术成熟、可靠性高、成本低且规模效益显著，是发

展最快的新型能源。广西风力发电在“十二五”也有了突破

式的发展。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我国能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并不断地加大这项工作的力度。2013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3〕37 号），提出了“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

供应”要求；2014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能源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提出，坚持“节约、

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

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进一

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电源结构绿色转型，促进广西

电力的可持续绿色发展。

三、“十三五”广西电力行业发展设想
（一）电力发展指导原则：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可

再生能源 / 清洁能源，深度开发水电，安全发展核电，控制

发展煤电，实现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二）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全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在 12200 万吨标准煤以内。全社会用电量达 1800 亿千瓦时。

 

（三）建设规模：（万 kW）

火电 水电 核电 天然气发电 风电 光伏 生物质

0 176 486 200 300 90 35

四、“十三五”广西电力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
思路

（一）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在“十二五”期间的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增速从高速向

中高速转变，广西固定资产投资也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 －

2015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29.4%、24.8%、21.8%、

16.7%、17.8%。由此也导致了能源消费需求明显放缓，能源

供需矛盾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

进入“十三五”时期，广西将全面履行中央赋予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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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

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三大定

位”新使命，完成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加快社会经济建设。

中国 60% 的能源消费和经济产出都在园区，产业园区

是中国拉动经济的重要抓手之一。当前工业仍是广西经济的

第一支柱产业。目前广西有国家级园区 12 个、自治区级园

区 20 个、自治区 A 类产业园区 65 个、B 类产业园区 16 个、

其它产业园区 3 个。这些园区的经济贡献度和能源消费总量

都占到全区的一半以上。

各类工业园区 / 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实现腾飞发展的主

体，而工业园区 / 产业园区的能源需求除了电能，还有热（冷）

能的需求。日前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中有关“全面整治燃煤

小锅炉”、“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 

等规定，成为我国“十三五”期内最为严格的能源产业政策。

由于广西属于国家划分的第四类风电资源区、及太阳能资源

较差的四类地区，广西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发展将受到

客观条件限制；另外水电的开发已超过 90％，生物质发电

也趋近饱和，同时核电发展也有限制。

“十三五”广西能源供给增长点主要依托：中国石油西

气东输二线广南支干线广西段和中缅天然气管线、以及中石

化广西北海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项目建成投产输气。

天然气将成为向园区提供冷、热、电三联供的能源供给，也

是支撑广西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能源供给的主要来源。

因此，淘汰园区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分散

性的小锅炉，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在工业园（产业园）

区加快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站和热、电、冷三联供项目，这

样，既可以降低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成本，进而降低单位

GDP 能耗水平，又可以打造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优势服务

的平台，从而引进高端企业，提升园区档次，扩大园区整体

规模和水平。热用户增加可同时增加热电负荷，非热用户增

加可增加电负荷 / 用电量，因而也提高了整个园区抗风险能

力。

以 2×75MW 级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为例，年消耗天

然气约 1.986 亿 Nm3。按经验每立方天然气可产生 30—100

元产值，广西取 60 元计算产品产值：1.986 亿 Nm3/ 年 ×60

元 =119 亿元 / 年

按毛利润 15% 计算，则企业产品销售带来的税收金额为：

119 亿元 / 年 ×15%÷(1+17%)×17％ =2.59 亿元 / 年。

（二）在全区实行峰谷电价

由于“十二五”末，广西全区能源供需矛盾已从供给不

足转向需求不足，火电总平均利用小时大幅降低，电力供应

出现严重过剩，这部分过剩的火电产能预计在“十四五”期

间才能基本消化。因此在“十三五”期内，可对工商业用户

用电实现峰谷电价，既可降低企业生产用电成本，又可鼓励

用户在低谷电价期间多用电。如此可提高社会用电量，以部

分缓解电力过剩的局面，为促进绿色能源建设营造良好的发

展氛围。

（三）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

电力需求侧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DSM）是

对传统用电管理方式的创新，在优化配置电力资源中起到重

要作用。需求侧管理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 1. 高能效；

2. 负荷管理；3 有序用电；4. 能源替代；5. 余能（余热）回

收及新能源发电等。在具体操作上，需要在政府法规和政策

支持下，采取有效的激励和引导措施以及适宜的运作方式，

通过电网企业、能源服务企业、电力用户等共同协作，提高

终端用电效率和改变用电方式，使得在满足同样的用电功能

时，减少电力消耗和电力需求，以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实现成本最低、社会效益最优、各方受益所进行的能源服务

管理活动。

2010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等六部委

联合印发 (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发改运行 (2010}2643 号 )；

另在 2011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工业

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产业政策 (2011)

第 5 号 )，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

主要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2012 年 10 月

31 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

局还共同发布《关于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

的通知》( 财建〔2012〕368 号 )

结合目前整个政府宏观倡导建设有序市场经济、服务经

济、低碳经济的大环境，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出台鼓励政策，

引导能源服务企业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全区开展电力需求

侧管理业务，提高电网和用户侧设备的利用率，保证电网安

全、经济运行，延长电网建设的投资周期。

五、建立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一）参照国家发改委《关于规范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3009 号），核定

广西区内天然气分布式 / 燃气热电联产项目的上网电价，并

建立气、电价格联动机制：当天然气价格出现较大变化时，

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应及时调整，但最高电价不得超过当地

燃煤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或当地电网企业平均购电价格的每千

瓦时 0.35 元。

（二）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51 号）相关规定，放开

直供用户用气门站价格、直供用户（化肥企业除外）用气门

站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

（三）调整、修改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范围和期限，

允许天然气直供用户（大用户）自建中高压天然气管道。

（四）制定并实施在广西全区实施峰谷分时电价的政策。

【作者简介】1. 邱海（1968-），广西壮族自治区工

信委能源处处长，大学本科。2. 卢建龙（1964-），广西

壮族自治区工信委能源处副调研员，大学本科。广西南宁 

5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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