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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展关键瓶颈有望破除
调节能力和调用水平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面对当下电力系

统调节能力不足不优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拿出钉钉子精神，打好电力系统调

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这场攻坚战，为新能源大规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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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验 春 运 新 变 化

民航业优化出行举措
本报记者 崔国强

铁路服务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潘卓然

1 月 14 日，2025 年春运启幕，40 天里我国将迎来 90 亿人次跨

区域流动。春运首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高铁火车站、民航机场，体验

了今年的新变化，也见证了春运的有序和活力。

新能源成长还有多大空间？如果不持

续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新能源发展前景

难言乐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

前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2025—2027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明确，到 2027 年，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显

著提升，各类调节资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商

业模式更加完善，各类调节资源调用机制进

一步完善。通过调节能力的建设优化，支撑

2025 年至 2027 年年均新增 2 亿千瓦以上新

能源的合理消纳利用。困扰新能源持续成

长的关键因素有望破除。

去年以来，欧洲电力市场负电价现象引

发关注。由于新能源发电量大增，市场无法

消化，德国在 2025 年首个交易日出现了 4 个

小时负电价。此前，英国、法国、西班牙也不

时出现负电价，欧洲电力市场负电价全年时

长创历史新高。在我国已开通电力现货市

场的地区，负电价也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负

电价反映的，正是新能源迅猛发展下电力系

统调节能力不足的问题。

电力系统就像一个精密的“能量调配

器”，需要在发用电之间保持实时平衡。不

同于稳定的化石能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比较“调皮”，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

其大规模发展对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提出了

挑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大小决定了新

能源发电波动时，我们能否及时调整其他发

电资源或储能设施，进行“补位”或“让位”，

保证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为应对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电

网，我国持续加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

调节能力不断提升。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

全国灵活调节煤电规模超 6 亿千瓦，跨省区

电力资源配置能力超 3 亿千瓦，抽水蓄能累

计规模达 5591 万千瓦，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

5852 万千瓦/1.28 亿千瓦时。这些灵活性调

节资源，成为新能源发展的有力帮手。

与快速增长的新能源装机相比，目前电

力系统调节能力仍显不足。我国年均新增

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2 亿千瓦，预计“十五

五”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大幅增加系统消

纳压力。2024 年前 10 月，全国风电利用率

96.4%，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光伏发电利

用率 97.1%，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部分新

能源发展较快省份消纳压力凸显。而调节

能力建设缺乏统筹优化，存量调节资源未得

到充分利用，价格、市场机制等有待完善，亟

待做好调节资源科学规划建设，加强调节能

力规模、布局与新能源发展衔接，加大力度

统筹现有调节资源高效调度利用。

《实施方案》出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解

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清晰路线图。

科学规划，精准布局。加强调节能力

规划是指导调节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根

据《实施方案》，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系统

性编制调节能力建设方案，科学确定调节

能力规模、布局。这就给调节能力建设出

了一份“施工图纸”，各地根据新能源增长

规模和利用率目标，算清楚需要多少调节

资 源 和 建 设 时 序 ，然 后 按 计 划 一 步 步 实

施。这样就能避免出现“糊涂账”，新能源

发展多快，调节能力都能跟上节奏，保证供

电稳定。

优化调用，高效协同。有了好的规划，

还得高效执行。目前，调节资源的调用对系

统需要、调度安全性、技术经济性等统筹考

虑不足，对电力市场适应性不足。由于缺乏

合理的调用机制，一些储能设施建而不用，

成了摆设。《实施方案》结合我国电力系统中

调节资源利用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调

节资源调用机制等方面提出有关举措。在

立足现行调度体系的基础上，完善调节资源

分级调度，各类灵活资源就能物尽其用。

完善机制，激发活力。科学合理的市场

机制，是促进各类调节资源效用发挥的重要

保障。《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峰谷电价机制，

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设置备用爬坡、转动惯

量等辅助服务品种，建立以调节效果为导向

的市场机制。这给各类调节资源搭建了一

个“大舞台”，让它们在市场机制激励和引导

下，更好地发挥各自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和新能源高效消纳。

调节能力和调用水平是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关键一环，面对当下电力系统调节能

力不足不优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拿出钉钉子

精神，打好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

这场攻坚战，为新能源大规模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大宗紧缺矿产保障程度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黄晓芳

1月 14日 9时 30分，北京朝阳站人头攒动，

G3665次列车即将发车。大学生田源将搭乘此

班列车返回家乡内蒙古赤峰市。“今年春运，

12306 开启了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完成大

学生身份认证后能提前购票。”田源说。

今年是实行春节 8 天长假、过境免签政

策全面放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运。

据了解，2025 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有望突破 5.1 亿人次，日均 1275 万人次，同比

增长 5.5%。

站车服务关乎旅客出行体验。为保障旅

客美好出行，北京南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着

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国铁集团客运部负

责人介绍，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完善站车服务

措施，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合理设置旅客

进出站流线和候车区域，在关键处所增加工作

人员，引导旅客安全有序乘降。同时，落实好

重点旅客运输服务规则，提高线上线下响应

效率。

在北京朝阳站，记者看到“快速进站口”已

经开通。工作人员介绍，该入口为今年春运首

设，能帮助急客快速进站。记者做了个测试，

从北京地铁 3 号线进站，步行到快速进站口安

检处，用时不到 2 分钟。经过快速检票，通过

一段扶梯即可直接到达站台上车。

北京朝阳站党支部书记王强表示，北京朝

阳站根据实际条件设置“急客”通道，客流高峰

时段开启，为距开车 15 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

先快速进站、安检、检票上车服务。同时启用

快速进站厅，缩短旅客进站乘车走行流线，满

足急客快速进站需求。

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

620 万 人 次 ，日 均 15.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91%，预计将创历年春运新高。

“春运期间，北京南站提供夜间候车服务，

为满足中转换乘、提前到站等旅客的夜间候车

需求，车站夜间不完全闭站，各进站口均公布

车站服务电话并配有呼叫铃，配套提供饮用

水、卫生间、爱心帮扶等服务，为旅客提供更方

便温馨的出行条件。”北京南站新闻发言人张

俊辉说。

如今，铁路 12306 已成为旅客购买火车票

的主要渠道。为提升旅客购票体验，12306 系

统功能进行了升级，推出学生、务工人员预约

购票功能，优化学生优惠票发售和核验规则，

保障重点群体出行。此外，进一步优化购票信

息预填服务，试点推行“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

单”功能。

新功能上线后受到欢迎。“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发售春运车票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

9 时，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 1 亿张。”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副研究员王拓说，学生、务工

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已累计兑现学生优惠

票 384.1 万张、务工人员车票 114.1 万张，购票

信 息 预 填 优 化 试 点 专 区 累 计 兑 现 车 票 26.3

万张。

从 1 月 8 日起，12306 进入了发售春运车

票的高峰期，其中，90%以上的车票都是通过

线上渠道发售的。系统持续经受大流量访问

考验，在热门车次的车票起售时间点，瞬时访

问量激增现象时有发生。

铁科院集团公司电子所副所长阎志远表

示，为保障 12306 系统春运期间能够稳定运

行，工作人员针对互联网入口带宽进行了有效

扩容，增强了余票云上的查询能力。同时，进

一步提升了系统海量高并发交易的处理能力，

完善优化下单、支付等关键业务环节的数据一

致性保障机制，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1 月 14 日，记者来到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走进 3 号航站楼，感到客流量较

平常有了明显增长。

在国际到达层的 B 出口处，有一处

具有“国际范儿”的服务区域，这是首都

机场今年新设立的“北京服务”机场服务

点。服务点设有问讯柜台、中转服务柜

台、文旅柜台，以及支付、交通、通信服务

柜台，外籍旅客可以通过柜台办理外币

兑换、ATM 机取现、银行卡办理、租车咨

询、交通卡办理、SIM 卡办理/领取等综

合服务。

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值班

经理冯立伟介绍，今年春运期间，探亲

流、学 生 流、务 工 流 和 旅 游 流 重 合 ，上

海、重庆、成都、昆明等热点城市以及北

方“冰雪游”、南方“避寒游”热门地区航

线客流集中度相对较高，旅行团、家庭

团体等出行相对集中。另外，随着过境

免签政策进一步放宽优化，便利外国人

来华等多项利好政策出台，跨国游需求

旺盛。

据预测，2025 年春运期间，首都机

场预计运送旅客 795 万人次，日均 19.9

万人次；保障航班 4.8 万架次，日均 1202

架次。预测今年春运保障航班架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约 3.4%，客流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约 6.8%。

冯立伟表示，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出

行体验，首都机场全面优化服务举措。

便捷通关方面，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国

内航班已全面支持“一证通关”，旅客通

过二代身份证或新版外国人永居证购买

机票，可仅凭以上证件办理值机、安检、

登机等手续，无需再出示登机牌或电子

二维码凭证，进一步简化乘机流程。同

时，首都机场设立自助值机设备 223 台，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69 台，不断提升出行

效率。

针 对 老 年 人 、残 疾 人 等 特 殊 旅 客

群 体 ，首 都 机 场 提 供 免 费 冬 衣 寄 存 、

轮 椅 借 用 、爱 心 陪 伴 等 服 务 ，并 将 在

春 运 期 间 推 出 手 工 艺 品 制 作 等 互 动

活动。

旅客抵离方面，首都机场将根据春

运期间客流情况动态调整现场保障人员

及车辆安排，适当延长机场巴士运营时

间并增加发车频次，重点做好夜间航线

交通保障和应急摆渡。为方便旅客提前

规划行程，首都机场旅客端“一体化”服

务平台的“机场交通”界面提供了出租车

站台候车人数、地铁首都机场线班次等

实时交通信息。不仅如此，首都机场对

航站楼内航显屏和智慧问询交互设备进

行升级，针对首乘、中转、到达等不同客

群提供相应服务信息。

记 者 从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了 解 到 ，

2025 年 春 运 在 1 月 14 日 正 式 开 启 ，首

日 全 民 航 预 计 保 障 航 班 18354 班 、可

提供座位数 278 万个、运输旅客 204 万

人次。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 行 监 控 中 心 副

主 任 戴 军 介 绍 ，2025 年 春 运 期 间 民 航

旅客运输量预计将突破 9000 万人次，

日均运输旅客将超过 225 万人次，日均

保障航班达 1.85 万班，同比增长 8.4%，

有望再创历史新高。面对春运保障压

力 ，民 航 系 统 在 科 学 分 析 研 判 的 基 础

上 ，从 安 全 生 产、运 力 安 排、服 务 保 障

等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民航局要求

民航各单位，严格遵守冬季运行标准，

制定多场景保障预案，对恶劣天气、突

发事件可能引起的不符合运行条件等

特殊情况，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

效 措 施 应 对 ，进 一 步 提 升 应 急 处 置 能

力和运行效率。

自然资源部发布消息称，我国大

宗紧缺矿产和战略性新兴矿产保障程

度大幅提升，优势资源掌控能力进一

步增强。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

长熊自力介绍，2024 年，我国首次向

地方下达探矿权出让计划，全年提供

战 略 性 矿 产 勘 查 区 块 超 过 1400 个 ，

创 近 10 年 来 新 高 ，重 点 围 绕 油 气 、

锂、铜、金、铁、煤炭、铝土矿、钾盐等

矿种，投放在新疆、甘肃、河南、广西、

湖北等省份。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紧紧围

绕增强国内能源资源生产保障能力，

聚焦能源矿产、大宗矿产、战略性新兴

矿产，围绕重点成矿区带和大型油气

盆地加强工作部署。西部地区新增一

大批能源资源基地，中东部地区老基

地资源基础进一步夯实，实现了一系

列找矿重大突破，保障重要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能

力显著提升。

目前我国在鄂尔多斯盆地探明了

3 个千亿方级深层煤层气大气田，探

明地质储量突破 5000 亿立方米，接近

以往煤层气探明总量的 70%；发现全

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新增

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 1000 亿立方

米；新发现 10 个亿吨级油田、19 个千

亿方级气田。

铀 矿 资 源 量 大 幅 增 加 ，夯 实 了

伊犁、鄂尔多斯等 5 个大型铀矿基地

的 资 源 基 础 ，探 获 10 个 大 型 铀 矿

床。通过公益性地质调查和商业性

矿 产 勘 查 衔 接 ，在 甘 肃 泾 川 发 现 特

大 型 铀 矿 ，有 望 形 成 新 的 大 型 铀 矿

资源基地。

铜、铝、铁等大宗矿产找矿取得重

大突破，资源储量大幅增长。我国创

新了大陆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

引领西藏铜矿取得系列找矿重大突

破，仅西藏地区预测资源超亿吨。贵

州汪家寨矿区新探获全隐伏大型铝土

矿资源量 5300 万吨，山西孝义新发现

我国最大单体铝土矿，预计新增资源

量 1.08 亿吨。通过加大综合勘查、综

合评价，共伴生镓资源量大幅增加，新

增 14.45 万吨，资源优势进一步巩固。

同 时 ，在 冀 东 、鞍 本 、西 天 山 等

地 区 取 得 一 批 重 要 找 矿 进 展 ，鞍 本

地区新增资源量 17 亿吨。河北、山东、新疆等地新发现一

批富铁矿，山东齐河—禹城地区已成为亿吨级富铁矿勘查

开发基地。

在金矿方面也有不少收获。三山岛、多龙、北衙等 24 座

矿山深边部共新增资源量 1570 吨。莱州西岭金矿累计查明

资源量 592 吨，成为我国最大单体金矿床，胶东地区世界第三

大金矿集区地位进一步巩固。近期，辽宁盖州大东沟地区发

现低品位、超大型金矿，预估资源量超 1000 吨。

锂、锆铪、氦气、稀土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取得重大突

破。新发现西昆仑—松潘—甘孜世界级锂辉石型锂成矿带，

预测资源潜力达 3000 万吨。在内蒙古、江西、湖南、四川、新

疆、西藏等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四川雅江木绒探获亚洲规

模最大的伟晶岩型单体锂矿，青藏地区成为全球第三大盐湖

型锂资源基地，锂云母型锂矿新增资源量超千万吨。2024

年，我国自产锂资源增幅超 30%，成为平抑国际锂矿市场价格

的“稳定器”。

同时，我国稀土资源在全球资源优势进一步扩大。山东

省郗山矿区新增资源量 102 万吨。四川凉山州牦牛坪稀土矿

预计新增资源量 496 万吨，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第二大稀土矿

资源基础。云南省红河州南部发现超大规模离子吸附型稀土

矿，有望成为我国最大中重稀土矿。

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副司长何凯涛表示，各类矿山

企业加大选矿技术攻关力度，攻克了一系列共伴生、低品

位、难选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并工程化应用。根据矿

产资源采选冶新技术，组织开展共伴生、低品位资源评价，

将一大批小矿变大矿、一矿变多矿，大幅延长矿山服务年

限、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同时，推广应用 300 多

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应用企业的平

均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均提升 9 个百分点，综合利用率

提升 15 个百分点。

11 月月 1414 日日，，在首次执行春运任务的西宁至呼和浩特东在首次执行春运任务的西宁至呼和浩特东 DD28222822 次动车次动车

组列车上组列车上，，乘客与乘务人员合影乘客与乘务人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龙龙摄摄

在北京地区春运首趟旅客列车在北京地区春运首趟旅客列车 KK41594159 次发车前次发车前，，一位小乘一位小乘

客拿着客拿着““回家过年回家过年””的标牌的标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