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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的河南省能源安全发展研究
乔金燕

能源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的主战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

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

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对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新要求。河

南省是传统能源生产大省和消

费大省，又是缺能地区，整体呈

现“多煤、贫油、乏气、少水”

特征，新能源发展条件一般，能

源面临低碳转型和供应保障双

重压力，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安全高效发展势在必行。 

一、河南省能源供需现状

河南省近年来统筹发展和

安全、保供和转型，持续增强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推进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从供给侧看，

通过煤炭稳产增供、电力应发

尽发、油气稳产增储，能源保

障能力不断提升，能源生产总

量在 2010 年达 1.74 亿吨标煤历

史高点后逐年下降，2022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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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

双双迈上新台阶，其中，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 4900 万千

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突破 820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

突破五分之一，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供应保障发挥方面作用愈加明

显。从需求侧看，全省持续强化

能源消费总量、强度“双控”，

“十三五”期间，以年均 0.44%

的能源消费增长满足了经济年均 

6.4% 的增长需要。2022 年能源

消费总量约 2.4 亿吨标准煤，其

中电力消费同比增长 7.2%，天

然气消费同比增长约 6.5%，能

源消费实现质和量的同步增长。

总体看，能源结构依然偏重、电

力结构中煤电占比较高，节能降

耗减碳任重而道远。 

二、“双碳”目标下能源

供需保障预测

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

化后期，能源需求在一定时期内

仍将持续增长。综合考虑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能耗水平下降、科

技创新等因素，对全省 GDP 增

速 在 6.0%-6.5% 之 间，GDP 能

耗下降在 15%-18%，全省碳排

放趋势进行测算。经测算，在确

保全省“十四五”“十五五”GDP

年均增速 6.5%、单位 GDP 能耗

下 降 16.5% 和 17.5% 以 上、 非

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分别达到 16%

和 23% 左右情境下，全省二氧

化碳排放量将在 2029 年达峰，

峰值约 5.1 亿吨。

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本文

以全省“十四五”“十五五”GDP

年均增速 6.5%、单位 GDP 能耗

下 降 16.5% 和 17.5% 为 前 提，

以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为变量，

设置了基础情景、理想情景两

种情景分别对能源供需情况进行

预测。基础情景指 2030 年前全

省刚好实现碳达峰，此情景下

2025 年、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达到 16%、23%。理想情

景指 2030 年前实现全省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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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目标基础上，力争与国家同

步实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25% 目标。

（一）“双碳”目标下能源

需求预测                                                             

按照 GDP 年均增速 6.5%，

“ 十 四 五 ”“ 十 五 五 ” 全 省 单

位 GDP 能耗分别下降 16.5%、

17.5% 进行测算，到 2025、2030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分别达到

26043、29436 万 吨 标 准 煤， 单

位能耗强度分别降至 0.35、0.29

吨标准煤 / 万元。“十四五”期

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

2.7%，增量 3279 万吨标准煤 ；

“十五五”期间，全省能源消费

总量年均增速 2.4%，增量 3393

万吨标准煤。

按照目前能源消费情况，

在保持全省经济增速不变的前提

下，能源消费结构中每下降 1%

的煤炭消费，若全部由清洁电量

来满足，则需要新增 80 亿千瓦

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在不考虑

外电情况下，对应需新增省内风

电装机 420 万千瓦或者光伏发电

装机 900 万千瓦。若“十五五”

期间国家减煤政策有所调整，将

直接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能源结构也将对应调整。

（二）“双碳”目标下能源

供应预测

1. 能源综合生产情况

以 2020 年全省一次能源生

产能力 1.04 亿吨标准煤（煤炭、

原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分别

为 1.17 亿吨、188 万吨、2 亿立方

米、1700 万吨标准煤）为基准，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优化传

统能源，“十四五”“十五五”时

期全省能源供应能力将进一步提

升。分品类看，煤炭方面，持

续推进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预计 2025 年、2030 年煤

炭生产能力为 1.4 亿吨。油气方

面，通过技术攻关加大勘查力

度，预计 2025 年原油、天然气

生产能力分别稳定在 200 万吨、

2 亿立方米左右，2030 年原油、

天然气生产能力分别稳定在 260

万吨、2 亿立方米左右。非化石

能源方面，随着发电装机容量、

清洁供暖面积、液体燃料利用

规模逐步扩大，预计 2025 年、

2030 年非化石能源生产能力将

达到 3000 万吨、4800 万吨标准

煤。综合分析，预计到2025年、

2030 年，全省一次能源生产能

力 可 达 到 1.1 亿 吨、1.2 亿 吨 标

准煤左右，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2. 电力装机预测

在满足全省电力需求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新能源发展、煤电

结构优化、外电通道建设等多种

因素，假定基础情景下和理想情

景下煤电、水电（含抽蓄）、燃

气发电、生物质发电、区外直流

表 1   2025 年、2030 年河南分情景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非化石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非化石

基础情景

理想情景

2020 年

54997

22764

0.41

67%

15.9%

6.1%

11%

67%

15.9%

6.1%

11%

2025 年

75350

26043

0.35

55.4%

16.3%

12.3%

16%

55%

16%

11%

18%

年均增速

6.5%

2.7%

-16.5%

-1.1%

3.2%

18.2%

10.7%

-1.2%

2.9%

15.6%

13.4%

2030 年

108236

29436

0.29

46%

15.3%

15.8%

23%

46%

15%

14%

25%

年均增速

6.5%

2.4%

-17.5%

-1.3%

1.1%

7.7%

10.2%

-1.1%

1.2%

7.5%

9.4%

GDP（亿元）

能源消费总量（万炖标准煤）

能耗强度（吨标准煤 / 万元）

数据来源 ：2020 年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

表 2    2025 年、2030 年河南电力需求、基本装机结构

煤电

水电（含抽蓄）

燃气

生物质

基础情景可再生能源

其中       风电

               光伏

理想情景可再生能源

其中       风电

               光伏

区外直流

电力装机

（万千瓦）

2020 年

3392

6545

6484

408

344

150

3251

1518.3

1174.6

3251

1518.3

1174.6

天中、青豫

2025 年

4670

9800

7017

628

384

200

5300

2500

2000

5800

2800

2200

新增第三直流

2030 年

5400

11500

7017

1068

544

250

8300

4000

3200

9800

4800

3800

新增第四直流

指标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全社会最大负荷（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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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机等基本保持一致，分别测

算两种情景下全省电力装机结

构。 

若“十五五”期间未能投

产外电入豫第四直流，考虑电力

需求全部由清洁电力供应，则需

要新增风电或光伏发电装机分别

为 2300 万千瓦、4500 万千瓦。

基 础 情 景 下 2020-2030 年 省 内

年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需达到

700-800 万千瓦，理想情景下则

需要达到 1000-1100 万千瓦。

无论是基础情景还是理想

情景下，统筹兼顾 “双碳”目标

如期实现和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压力较大。一是能源对外依存度

偏 高。 两 种 情 景 下，2025 年、

2030 年全省能源对外依存度均

高于 60%，能源安全保障压力较

大。二是新能源发展任务较重。

基础情景下，2020-2030 年全省

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占能源消

费增量的 70% 左右。理想情景

下，2020-2030 年，全省非化石

能源消费增量占能源消费增量的

80% 以上。三是减煤任务依然艰

巨。在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稳中有

升 的 情 况 下， 到 2025 年、2030

年，全省煤炭消费占比分别达到

55%、46% 左右，需要把握好发

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的关系。

三、“双碳”目标下推动能

源安全发展的建议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

安全，一体化推进减煤、稳油、

增气、引电、扩新，协同推进能

源低碳转型和供给保障，加快构

建现代能源体系。 

（一）强化省内生产能力

着力扩大新能源规模，保持

省内能源生产能力稳定 1.1 亿吨

标煤以上，保障省内能源供应。

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支持豫

北、豫东、豫中南、黄河两岸浅

山丘等平价风电基地建设，集约

高效开发风电基地 ；推动光伏利

用与建筑一体化发展 ；因地制宜

发展生物质能和地热能，推进郑

州、开封、濮阳、周口 4 个千万

平方米地热供暖规模化利用示范

区建设。 促进化石能源绿色转

型。推动煤炭从总量性去产能向

结构性优产能转变，力争煤炭产

能稳定在 1.4 亿吨 / 年左右。加

快火电结构优化升级，优化煤电

项目布局，持续优化调整存量煤

电。充分挖掘油气生产潜力，稳

定省内常规油气资源产量，探索

推动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

勘探开发。 

（二）扩大外部引入能力

建设多渠道、多方向的能源

外引通道，持续扩大省内清洁电

力、天然气等引入规模。一是

扩大外电入豫规模。积极挖掘现

有外电入豫通道送电能力，促进

青电、疆电入豫工程送电能力充

分释放。争取陕电入豫工程尽快

核准开工，积极研究论证第四条

外电入豫通道。二是拓展外气入

豫通道。进一步扩大西气东输一

线、二线、榆林 - 济南输气管

道等现有通道输气能力，加快建

设西气东输三线河南段，构建

多方向气源、多途径引入的通

道格局。三是完善油品外引通

道。打通海上原油入豫通道，提

升兰州 - 郑州 - 长沙输油管道运

行水平，推动日照 - 溧阳 - 洛阳

原油管道、锦州 - 郑州成品油管

道全线贯通。进一步完善以郑州

为枢纽的油品骨干网络，强化互

联互通。四是提升优质煤炭外引

能力。重点鼓励省内企业与晋陕

蒙等地建立战略合作共赢发展机

制，形成稳定的省外煤炭供应保

障格局。

（三）增强储备调节能力

着力提升夏、冬用能高峰期

以及突发条件影响下的能源保障

供应水平。一是提高电力应急处

置和抗灾能力。推进 220 千伏分

区电网建设，进一步提升电网互

通互济能力、上下级电网协调水

平。积极推进郑州坚强局部电网

建设，推进重要用户配置自备应

急电源，强化应急发电车、应急

照明装置等抢险保供应急装备配

备。二是提升油气储备调节能

力。加快构建“大型地下储气

库、沿海 LNG 储罐、省内区域

储气中心”三级储气调峰体系。

建设中原储气库群，打造“百亿

方级”储气基地，推进江苏滨

海 LNG 储罐等项目建设。三是

建设中原大型煤炭储备基地。加

快完善鹤壁、南阳（内乡）、义

马等现有国家煤炭储备基地功

能，推进焦作、西峡、永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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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周口、淮滨、平顶山等煤炭

储备（配）基地建设。四是打造

新一代坚强智能电网。持续强

化 500 千伏主网架，提升豫西外

送断面、豫东受电断面、豫中 -

豫南大通道输电能力，推动 220

千伏电网优化升级，加快城市新

区、工业园区及末端地区变电站

建设。五是完善省内油气输送网

络。加快推进濮阳 - 鹤壁、开

封 - 周口输气管道等“两纵四

横”省级天然气干线管网建设，

强化气源统筹调配能力。 

（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深化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

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一是深

化能源领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

电力中长期和电力现货市场建

设，稳步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加

快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开

展“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完

善省内天然气管网建设机制，依

托中原储气库群探索建设天然气

储配交易中心，完善管道天然气

输配气价格体系。二是拓展农村

能源革命试点示范。深化兰考农

村能源革命，将兰考打造成为全

国农村能源革命的典范。促进农

村可再生能源充分开发和就地消

纳，提升农村能源清洁化生产利

用水平。三是完善储能、氢能产

业支撑。积极开展新型储能技术

和装备研发，大力推进可再生能

源领域储能示范应用，推动储能

产业链延伸发展。积极开展绿氢

示范，在氢能产储运用等环节同

步推进，推进郑州国家氢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郑汴洛濮氢

走廊建设。

参考文献 ：

[1] 河南省人民政府 . 关于印发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

碳达峰碳中和规划的通知 [R]. 河南

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1.

[2] 裴其娟 . 实施绿色低碳转型

战略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 [N]. 郑州日

报 .2022-03-04.

[3]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N]. 河南日报 .2021-

04-15.  

[4] 王晔 .“碳达峰、碳中和”

背景下贵州省电力能源行业的应对

策略 [J]. 低碳世界 .2022,12(03).

（作者单位 ：河南省战略发展

和产业创新研究院）

                 责任编辑 ：康伟

2023 06REGION 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