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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显示，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提高——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王轶辰

10月份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大宗农产品价格稳中趋强 玉米加工企业开工率明显提高

大飞机升空 产业园落地

航 展 助 珠 海 圆 梦 蓝 天
本报记者 刘 瑾 李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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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季节性走弱
11月份采购经理指数为58.6%

北京公交系统废旧工装循环利用工程启动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讯 记者乔金
亮从农业部获悉：10月份，全国农业农
村经济继续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优态
势：生产形势稳定、加工业稳中增效、
贸易结构逐步优化、农业投资势头良
好，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6.53%、同比上涨 7.62%，“菜篮子”产
品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7.76%、同比
上涨9.40%。

秋收秋种接近尾声，农业生产形势
保持平稳。据农业部农情调度，截至目
前，全国秋粮已收获11.2亿亩，占比超过
94%，进度同比相当。其中，玉米和大豆
收获基本结束，中稻正在收尾，双季晚稻

收获近七成。秋冬播进展总体顺利，全
国已播冬小麦 3 亿亩、完成意向种植面
积的88.4%；已播冬油菜9210多万亩、完
成超过九成。据遥感监测，目前冬麦区
墒情整体适宜，冬小麦苗情比上年同期
略好。

畜禽生产供应充足，渔业生产保持
向好。生猪出栏延续了 3 月份以来的回
稳态势，10 月份出栏环比增长 0.8%；能
繁母猪存栏环比减少 0.2%，同比减少
3.9%。牛羊生产过剩局面逐步改善，肉
牛 、肉 羊 和 奶 牛 存 栏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0.1%、2.7%和7.8%；蛋鸡生产保持稳定。

大宗农产品价格稳中趋强，鲜活农

产品价格全面回落。据农业部监测，玉
米集贸市场月均价为每公斤 1.94 元，环
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5.2%和 11.7%；稻谷
价 格 基 本 稳 定 ；小 麦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4%；棉花价格连续 7 个月上涨，同比上
涨 17.4%；猪肉价格连续 4 个月回落，同
比基本持平；牛肉、羊肉环比分别下降
0.7%和 0.8%；鸡蛋价格下降明显，环比
下降 9.0%。蔬菜价格止涨转跌，重点监
测的28种蔬菜月均价格环比下降2.5%；
水果价格稳中略降，重点监测的 7 种水
果月均价格环比下降1.1%。

农产品加工业平稳增长，玉米加工
企业开工率明显提高。1 月至 9 月份，农

产品加工企业总体呈现生产成本稳中有
降、产量稳定增长、盈利能力明显提升的
态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5.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4721
亿元，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增速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受价格回
归市场影响，玉米加工成本下降明显，加
工企业开工率提高，去库存速度加快。

据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团队展望，
今后一段时期，大宗农产品价格有一定
上行空间，但支撑上涨的因素持续性不
强，农户应理性售粮，避免因集中售粮造
成损失，特别是要注意抓住有利时机晾
晒、烘干粮食，减少损耗。

近日，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
中心联合发布的中经电力产业景气指数
报告（2016年三季度）显示，我国电力行
业发电量同比增长继续加快。其中，非
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较高，显示我国电力
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我国整体用电
需求下降，电力供需矛盾由短缺向相对
过剩转变，尤其是煤电生产面临巨大压
力，电力新常态特征明显。不过用电结
构向轻型化转变，发电结构也向非化石
能源增多的方向改变。

报告显示，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
发电量为 1.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同比增速比上季度加快 4.7 个百
分点。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至 8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28.9%；核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23.7%；风
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16.3%；水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 12.0%；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0.5%。在此影响下，电力生产结构继续
优化，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比重
为25.5%，比上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当前，环保已成为电力发展的硬约
束。我国政府提出到 2030 年左右二氧
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
提高到 20%。在用电量增速大幅放缓
的常态下，要顺利达成这一目标，唯有大
力保障清洁能源消纳，加强火电控制。

并网风电、太阳能装机大幅上升，则
带来了相关发电量快速增长。数据显
示，受2016年初风电上网电价调整预期
影响，2015年基建新增并网风电装机再
创新高，年底全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3
亿千瓦。近几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扶持政策，极大促进了太阳能发电规模
化发展，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在加快增
长，西北地区光伏大基地呈规模化增加。

在清洁能源装机攀升的同时，随着
新电改的推进，清洁能源的消纳问题也
得到一定缓解。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为
例，“截至今年 7 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组织开展各类跨区跨省市场化交易 25

笔，成交电量358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
源271亿千瓦时，占比超过75%，促进了
清洁能源更大范围消纳。”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副主任胡卫东介绍说。

严控煤电开工规模

“未来 2 年至 3 年内，需求中低速增
长，发电装机容量受建设周期影响还将
延续高中速增长，电力供需将延续相对
过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
长王志轩表示，相关政府部门要密切关
注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提示，科学确
定和有效控制煤电新开工规模，逐步缓
解煤电产能过剩现状。

报告显示，1 月至 8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
加快 2.0 个百分点，其中火电发电量同
比下降0.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6个
百分点，是拉动总体发电量增长加快的
主要因素。但与此同时，全国火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 2727 小时，同比减少
228 小时，产能利用率不到一半。上述
数据表明火电产能仍存在过剩现象，抑
制不具备核建条件的新增产能、淘汰落
后产能和关停“僵尸企业”等各项举措
刻不容缓。

事实上，相关部门已经在不断加大
煤电控制力度。为化解煤电潜在过剩风
险，9 月 23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

取消一批不具备核准建设条件煤电项目
的通知》，取消了 15 项、共计 1240 万千
瓦不具备核准建设条件的煤电项目。这
是继今年 4 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电
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关于促进我
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建立煤
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机制暨发布 2019
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等 3
份文件后，又一次针对煤电结构调整、淘
汰落后产能发布的重要文件。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上述
文件下发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十
三五”期间煤电过剩风险日益显现，各地
违规建设煤电项目情况仍然存在。

在煤电受控的情况下保证电力行业
健康发展，报告建议，加快煤电联营和煤
电一体化步伐，降低煤炭企业和火力发
电企业二者受市场冲击的风险，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三季度国内动力煤价格快
速上涨，“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
盾进一步加剧，“一体化”改革迫在眉睫。

消纳难题依然待解

虽然清洁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提升，
但是消纳不足的问题依然严重，风机、光
伏电站“晒太阳”的现象屡见不鲜。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
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仲颖透露：“今年

上半年全国弃风弃光共 371 亿千瓦时，
这半年的弃风弃光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
年的弃风弃光量，超过了2015年全年全
社会新增用电量。”

对此，王志轩认为，除了控制煤电，
同样要适当控制具有明显随机性、间歇
性、波动性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开发节
奏，以避免过快发展造成发电能力过剩
加剧、行业资产利用效率下降、国家财政
补贴能力不足加剧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上调压力加剧。

据中电联从我国主要电力集团公司
电源投资统计中分析，非化石能源发电
投资在近几年远大于火电投资。2006
年至2013年火电投资增速连续9年持续
下降，火电投资占电源投资比重从2005
年的 70.3%下降到 2014 年的 26.1%，锐
减了44.2个百分点。相应火电发电量的
比重由81.5%下降到75.4%。

要从根本上解决消纳问题，必须建
立起不同能源品种的价值认同和能源企
业间利益分配认同的标尺，回归能源的
商品属性。王志轩表示，非化石能源在
与化石能源竞争中最终取得优势，必须
是在能源生产及消费的生命周期内社会
总成本上体现出优势。在可再生能源发
电发展初期，政府给予必要扶持是必须
的，但扶持的目的是为了尽快使其有能
力参与到与化石能源的竞争中，并能够
在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

大型运输机运 20 首次动态展示，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真机面世，大型
客机 C919 再度斩获 20 架订单——刚刚
过去的中国航展上，中国大飞机“三剑
客”交相辉映，令全球瞩目。经过 20 年
砥砺奋进，中国航展已成为集贸易性、专
业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世界五大航展之
一；珠海也借助航展的拉动，逐步发展起
航空产业，进而圆梦蓝天。

本届航展共吸引 4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700 余家展商参展，境外展商比例达

45%。世界50强航空航天领先企业悉数
亮相。相比往届，本届航展的商贸氛围
更加浓厚，平台效应凸显，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共举办各类会议活动等 168 场，
签订了 402 个项目，各类签约项目价值
超过400亿美元，比上届增长70%以上；
成交187架各种型号的飞机。

与此同时，珠海航空产业园也正式
开园。航空产业园已引进航空产业项目
51个，总投资达620亿元；恒瑞（珠三角）
碳纤维研发生产基地等 18 个项目签约
落户。航展上，珠海航空产业园的签约
项目总额达52.75亿元。

1996 年，首届珠海航展在位于三灶
镇的海澄村开幕。作为“航展第一村”，

珠海“门面”之一的海澄村，在航展 20 年
期间，由内到外发生了蝶变。如今行走
在海澄村，一栋栋白色的崭新洋房格外
醒目，靠近机场路一侧的各类餐饮和商
铺更是琳琅满目。安堂村是海澄村下属
的村民小组，航展也给安堂村带来了商
业、住宿、餐饮等各方面的提升，增加了
村民收入。

安堂村的变化，是海澄村、三灶镇
乃至金湾区“向蓝天而兴”的缩影。近
年来，随着西部生态新区省级战略实
施、航空城核心片区开发建设，海澄村
进一步主动为珠海航空产业园和空港的
快速发展做好配套服务，并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业，不断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推

动新农村经济发展和质量提升步入“常
态化”。2015 年，海澄村集体总收入达
7541万元。

如今，机场西路将三灶镇东西两侧
连接起来，也将定家湾工业区与航空产
业园核心区连在一起，大大提升了三灶
镇的经济活力和便利程度，高端航空产
业也在此兴起。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未
来三灶镇将以海澄村为核心打造“航空
小镇”，重点引进国际通用航空产业领域
的高端运营及制造企业，打造专业化、规
模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同时，三灶镇还
开展了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工作，突出乡
村休闲度假游的特点，提升海澄村旅游
服务水准。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据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采咨询今天联合发布的数据显
示，11 月份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指数（EPMI）为
58.6%，比上月回落2.9%。

从 13 个分项指标来看，同上月相比，正向指标中小幅
回升的有自有库存，小幅回落的有采购量、经营预期、研发
活动、现有订货、就业，大幅回落的有进口、生产量、出口订
货、产品订货。反向指标供应商配送指标回升。

中采咨询分析师于颖认为，新兴产业本月季节性走弱，
正向指标全面回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回落。但年度均
值依然高于往年均值近5个百分点，提示产业发展在走出去
年低谷以来，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随着季节规律，年底年初
将有休整阶段。此外，本月购进价格创出3年来历史最高，
但销售价格仅高出历史均值1.5个百分点，说明企业面临的
成本压力增大，未来扩张或有减缓；在成本和季节双重因素
作用下，新品投产指标减速，强劲程度不如其他正向指标。
不过企业用户库存情况并未像2015年中那样持续高位，而
是回落到50以下，说明市场产销配合，未来动能良好。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刘峰认为，本月战略性
新兴产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比10月份有所回落，但指标说明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在较强的上升通道中发展。与此
同时，我国持续多年下降的工业品价格连续两个月回升，
10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7%和
52.3%。这些情况表明，科技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动
能作用开始显现，产业经济结构层面呈现逐步优化趋势。

本报北京 11月 21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2016 年全国铁路建设有序推进，进展顺利。截至 10
月底，已有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等 22 个项目投产运营，投
产里程 1209.9 公里。预计年底前还将有 35 个项目陆续投
产，投产里程2000多公里，2017年春运铁路客运能力同比
增长7.5%。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铁路总公司
持续加大铁路建设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建设力度，全力确保
2016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8000亿元以上、投产新线3200
多公里等任务目标的全面完成。年底前，上海至昆明高速
铁路贵阳至昆明段、云南至广西铁路百色至昆明段、重庆至
万州铁路、兰州至重庆铁路广元至岷县段等一批长大干线
项目将建成投产运营；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至七斗冲、暮
云至湘潭段）、武汉至孝感铁路、呼和浩特至准格尔铁路等
也将开通运营。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这批铁路项目的集中投产运营，我
国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将达 5.02 万公里。这些铁路建
成投产，对国防建设、国土开发、扶贫工作，尤其是滇桂黔、
秦巴山、大别山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脱贫攻坚，起到
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同时，这些线路开通后，铁路运输能
力将进一步增加，2017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客运能力预计
同比增长7.5%，其中北上广等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外出
务工人员密集地区的客运能力增长8.9%，这对有效缓解春
运铁路运输能力紧张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将
发挥重要作用。

年底前一批重点铁路项目投运
明年春运客运能力将同比增长7.5%

本报北京 11月 21日讯 记者刘瑾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全球5G技术标准研制进一步加快，未来一年将是5G
技术标准形成的关键阶段。11月20日，IMT-2020(5G)推
进组在北京正式发布了 5G 技术研发试验第二阶段的技术
规范。规范凝聚了国内外产业力量，有助于推动全球5G统
一技术标准的形成，助力5G产业链合作与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我国
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5G 发展，积极推动 5G 技术标准与产品
研发。

据闻库介绍，我国于 2016 年 1 月份率先启动 5G 技术
研发试验，并于9月份顺利完成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一阶段
测试。为支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统一5G国际标准，同
步推进 5G 概念样机设备开发，培育 5G 产业链，我国从
2016年9月份至2017年9月份开展5G研发技术试验第二
阶段系统验证测试。第二阶段测试工作将基于统一的设备
规范和测试规范，面向5G典型场景开展测试。

本次会议发布的 5G 规范是 5G 技术样机开发、系统技
术方案验证及培育 5G 产业链的基础，对有效开展 5G 技术
研发试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闻库对做好5G研发与技术
试验等工作提出了“四个注重”，注重标准与研发协同、注重
产业链构建、注重频谱研究、注重国际合作。

本报北京 11 月 21 日讯 记者许红洲报道：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携手北京公交系统今天共同启动

“北京公交系统废旧工装循环综合利用工程”。该工程是国
内职业装回收再利用领域的一次创新，预计首批将接收废
旧公交系统职业装约40万件，折合约130吨。

我国目前每年废弃纤维制品高达2600万吨，对资源和
环境产生沉重压力。因此我国纺织化纤工业亟需强化全生
命周期的绿色化、循环化和低碳化发展理念，建设纺织品的
再利用体系，实现纺织纤维“从摇篮到摇篮”的多级多次闭
环循环。

5G 技术研发试验第二阶段技术规范发布

11 月 18 日，国网宁
波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来到余姚梁弄镇让贤
村，对该村电网改造建
设的最后一公里——5
千伏高压线开始移位
作业。近年来，各地供
电公司以多种方式推进
农村电网建设精益化、
智能化水平，保障了基
层安全、稳定用电。

王幕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