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发布的《2024 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
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电
力供应安全稳定，电力消费稳中向
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电力绿色低
碳转型持续推进。在太阳能发电、
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快速发展带动
下，预计 2024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将再次突破 3 亿千瓦，新增规模与
2023年基本相当。

从电力消费需求来看，《报告》
称，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3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增速与
上年四季度基本持平。其中，第二
产业用电量较快增长，制造业中高
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速领
先。数据显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 7.3%。分大类看，高技术及装
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4.5%，增
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增长水平
7.1 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6%。其中，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15.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等行业用电量增速超过10%。

从电力生产供应情况看，《报
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

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9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4.5%；其中，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比重达到
54.8%。从分类型投资、发电装机增
速及结构变化等情况看，一季度电
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比如，一季度电力投资保持快
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重
点调查企业电力完成投资合计2131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电源
完 成 投 资 13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7%。电网完成投资766亿元，同比
增长14.7%。再比如，一季度全国新
增发电装机容量 6943 万千瓦，同比
多投产1342万千瓦；其中，新增非化
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6376 万千瓦，
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为
91.8%。除此之外，不仅非化石能源
发电量快速增长，火电、水电发电设
备利用小时亦同比提高。

“总的来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
需总体平衡。”从今年全年全国电力
供需形势来说，《报告》预计，消费方
面，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终端用能电
气化提升等因素，在气候正常情况
下，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9.8
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6%左右。
其中，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速略高于8%。 （据《证券日报》）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预计2024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
将再次突破三亿千瓦

增量支持政策不断推出

央企加码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定实施中国石油战略性新兴产业

“7+3”发展规划、中国铁建成立未来产业深
部地下空间利用重大项目办公室、筹备设立
中国联通网络安全产业基金……中国石油、
中国铁建、中国联通等多家中央企业近期披
露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进展。

记者近日获悉，国资央企将以更大力度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力争到 2025年战
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形成
新的一批百亿级产业，到 2030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资产倍增。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
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近年来，央企不
断加码发展战新产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组建昆仑制造公司并落户雄安、收购普
天新能源项目成立昆仑网电公司、战新产业
业务营收占比稳步提升……中国石油战新
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集团制定实施中
国石油战新产业‘7+3’发展规划，积极布局
非常规油气、伴生矿产资源、新能源、新材料
战新产业，以及深地深海能源等未来产业。”
中国石油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 2023 年战
新产业投资达 1011 亿元，新获清洁电力并
网指标 2620 万千瓦，新能源开发利用能力
达 1150万吨标煤/年，新材料生产 137万吨、
产量增长60%。

中国铁建从顶层设计入手，成立中国铁
建培育发展战新产业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
案和实施方案。中国铁建相关负责人介绍，
集团作为责任单位参与工业软件、人工智能、
工业母机等三个战新产业，制定行动方案，确
保战新产业发展相关工作统筹协同推进。此
外，集团还建立培育战新产业基础平台。

“中国联通年度增量投资优先投向战新
领域，筹备设立中国联通网络安全产业基金，
打造高质量网络安全产业生态链。加大定向
授权，鼓励引导承担战新任务子公司、加大战
新领域投资。”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中国联通已完成战新领域股权投资 40亿

元，计划未来三年继续投入百亿元专项资金用
于加快战新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目标，到2025年，央
企战新产业收入占比要达到 35%，在类脑智
能、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等方面要提前布局。

中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国有企业应主动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深度
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在信息通信、新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发挥先导性和引领性作
用，加大国有资本投入和占比。

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一汽第五届科技大会
上，中国一汽与中国诚通签署战新产业协同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汽车核心
产业链强链延链，不断深化产融协同发展、新
能源市场推广及出行业态等合作，加速布局
下一代先进技术和新兴产业，持续提升新能
源汽车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运营与产业赋
能能力。

长安汽车新能源战略加速推进。“长安汽
车将快速推进三大计划和三大新能源品牌建
设，全速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向世
界一流品牌迈进。”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日
前表示。

今年，长安汽车将投放多款全新及改款
产品，包括8款新能源全新产品。2030年，长
安汽车将力争实现销售 500 万辆，其中新能
源车销量300万至350万辆。

此外，东风集团近期宣布将投入 600 亿
元加快掌控关键核心技术，计划投放 44款新
能源车，加速进军新能源汽车赛场。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苟坪在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论坛上表示，要把新能源汽车作为
央企增强核心功能的重要内容，对三家整车
央企新能源汽车业务单独考核，充分考虑新
能源汽车战略投入期的经营性亏损。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按照新的要求，到
2025 年央企新能源自主品牌占比要超过
40%，至少有一家整车央企年产新能源汽车
要超过百万辆，竞争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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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设备更新市场空间巨大、潜
力十足。最近，广东、浙江、湖南等地纷
纷出台政策或进行产业摸排，多措并举
推动工业设备更新。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潜力十足

4 月 29 日，湖南省制造业大规模设
备更新政银企暨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将在
长沙举行。此前，湖南进行了 5 轮大范
围摸底，建立了优势产业优势产品生产
能力、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和设备更新需
求三个清单，计划在 5 年内每年推动
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

一些地方率先发布了工作方案。广
东省近日印发《推进工业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提质增效工作方案》，要求今年推
动超过1万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改数字化
转型；到 2027 年，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
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甘肃印发的
方案要求，到 2027 年，工业领域设备投
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组织实

施工业领域技术改造项目1300个以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

所工业投资研究室主任樊蒙通过历史数
据推算，我国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年规模
在4万亿元左右。

“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有利于提升先
进产能比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表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着力点

此次工业领域的大规模设备更新，
数字化转型是一大重点。

广东提出，推动智能制造深入发展，
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装备和软件，以机器
换人、数据换脑推动制造业全流程智能
化，加快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技
术在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
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场景融合应用。

重庆提出，加快推进国有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智改
数转”引领示范，强化国有企业数字化转

型支撑单位能力建设。
用友网络高端BG智能制造事业部

总经理叶秀林认为，企业应抓住此次设
备更新机遇，实现数据的有效整合与利
用，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决策效率。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点线
面”一体化推进数字化转型。“点”是指打
造转型标杆；“线”是指推进重点产业链
协同改造；“面”是指推动重点产业集群
和重点园区数字化提升。到2027年，要
实现工业大省大市和重点园区规上工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多措并举推动更新落实见效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既要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
政府引导作用。各地正聚焦资金、要素
保障等领域，出台具体的支持措施。

在资金支持方面，北京日前公布了
重点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的贷款贴
息方案，符合条件的项目将获得2.5个百

分点的贴息，期限两年；江苏也明确了制
造业相关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项目的财
政贴息安排：省级财政给 1 个百分点的
贴息，鼓励市县两级再给予 1 个百分点
的贴息。

在要素保障方面，湖北提出，加强用
地、用能、环境评价、人才要素保障，对不
新增用地、以设备更新为主的技改项目，
简化审批手续。

在创新支持方面，黑龙江提出，统筹
省内外创新资源，围绕发电设备、交通运
输装备、大型成套设备和智能农机装备
等制造业重大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攻关。

“我们将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强化标
准引领、加强要素保障、建立协同工作机
制，加快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落实见
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为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构建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
供坚实基础。”单忠德表示。

（据《上海证券报》）

多地摸排工业“家底”
四万亿元工业设备更新市场空间将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