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12
2019年01月15日星期二编辑：康源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清洁能源革命之润世华样本

联合国新一轮气候变化大会近期在波兰举行，
世界再度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是清洁能源
发展领域的后起之秀，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仅用了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赶
超型”发展，日益成为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引领
者。目前，中国在清洁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
造、绿色投资以及市场发展方面均处于世界首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崔
守军表示，当前全球能源行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点，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为加快能源设施互联互
通、促进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广阔平台。作为
全球清洁能源的领跑者，“一带一路”已经助推中国
进入了国际能源合作新时代。崔守军认为，风能是
一种清洁、安全的可再生绿色能源。2006年之后，中
国风电装机呈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中国风电装
机容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截至2017
年底，全国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88亿千瓦，在全球累
计风电装机容量的占比上升为35%。与此同时，中
国风电行业发电量也逐年递增，从2010年的430亿
千瓦时，增长到2017年的2695亿千瓦时。

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企业预留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

张锦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润世华集团将
以新能源行业为依托，集新能源产业投资、电力EPC
工程建设、电力PMC管理服务以及电力资产、运维
管理和用户综合能源管理等于一体深度发展，引领
行业发展。

2018年11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
会更是坚定了张锦辉的信心。 她说，习总书记对民
营经济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不但为民营
企业提振信心，更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让未来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
能，令人心潮澎湃。

她认为，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建设，未来可能会
有更多的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讲，
民营企业在未来整个经济体系中将起到更加活跃、
更重要的作用，所能涉及的领域和发展空间将会更
加广阔。另一方面，我们民营企业对市场有着敬畏
之心，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有着更多的优势，也可以有
更大的力度。也就是说，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基
础方面，民营企业有着更广阔的舞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
个方面的政策举措，特别是提出要构建新型政商关
系。“我觉得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非常重要。关于新
型政商关系，我认为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政府作
为规则的制定者，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
环境，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让市场扮演
决定性作用，这样的经济才是有活力的经济。”张锦
辉信心满满地说。

政策的号角已经吹响，产业的共识
已经达成，剩下的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
全速推进。

2018年12月中旬，山西省右玉县杀
虎口旁边的山峰上，近30台“大风车”在
湛蓝的天空下不停地旋转，这些投资近

5亿元的“大风车”每年有效发电小时达
2300小时，实际发电量达1亿千瓦时。

这只是晋北风电基地的冰山一角。
张锦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12年迄今，润世华集团仅在山西朔州
一地的风电投资已超过50亿元。在发
展当地经济、带动当地就业的同时，大幅
优化了晋北地区的能源结构，为山西能
源行业转型乃至探索全国能源新机制做
出了大胆尝试。

2018年，山西省扩大了新能源企业
准入范围，将具备发电业务许可证的新
能源企业全部纳入外送准入，推动山西
省成为京津唐、湖北、江苏的新能源电力
供应基地，大力推进清洁能源跨省消
纳。并首次通过清洁能源替代方式开展
省间发电权交易，进一步丰富了晋电外
送的品种。

政策的松绑给以润世华为代表的民
营新能源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春天。润世
华集团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在电力、
能源行业集设计、研发、生产、设备集成、
销售、新能源投资、工程EPC、运维及资
产管理等多元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公

司。目前，其旗下拥有上海斯能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东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南
自晋能自动化有限公司、润世达工程有
限公司、山西润世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玉禹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多家控股子公司。

上海斯能投资有限公司是润世华集
团旗下专业从事大型风电、光伏等清洁
能源、新型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
经营和管理的子公司，专门致力于绿色
清洁能源的投资建设，在山西、内蒙古、
河南等地已经并网发电项目达50万千
瓦，在建项目有40万千瓦。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约141.5多万吨、二氧化硫约
4.3万吨、粉尘约38.6万吨，每年可供绿
色电力约15亿度，对于改善生态环境、
减轻污染、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

张锦辉认为，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电
力二次设备经销商发展到新能源行业的
排头兵，润世华集团走过了崛起之路。民
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能从
狭窄的政策缝隙中觅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且认准了方向，勇于执著前行。

“不当煤老大，争当能源革命排头
兵。”在2018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上，煤炭大省山西的这一提法引起国内
外能源领域人士高度关注。

此前，山西省修编了“十三五”能源
发展规划：到 2020 年，风电装机将达
1400万千瓦，大力培育新能源产业——
以风能、太阳能、煤层气、地热能、生物
质能、水能发电为重点，加快新能源开
发利用产业化进程。

近年来，山西通过主动减煤，不断
推进能源革命，已成为全国能源体制机
制改革的“试验田”。由山西国投运营
公司、山西证券、漳泽电力等国企联合
发起、总规模10亿元的山西国投绿色能
源发展基金不久前正式设立，这是山西
省首支投向绿色发电项目的市场化产
业基金。日前，该基金首单投资已经敲
定，与山西国耀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投
资协议，实现了对这家生物质发电企业

的控股。
润世华集团董事长张锦辉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分析说，除了传统能源煤，
我国还有大量的能源形式亟待发展。
以山西为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进
能源供给革命，是山西省打造“排头兵”
的重要内容。

作为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山西
省大力推进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
项目，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快
速发展。山西电网风电和光伏的装机
容量已超过1800万千瓦，发电量已达
324亿千瓦时，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达
2235小时，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达1239
小时。风、光资源丰富的晋北三市各自
新能源装机容量已超过本地区年度最
大负荷需求，新兴的运城、临汾、长治、
晋中等市也呈现出连年翻番的快速增
长态势。

而雄跨“三北”的内蒙古自治区资源

禀赋优越，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也在“追风
逐日”的号角声中向前迈进。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表示，
内蒙古现有煤炭产能11.4亿吨，产量8.5
亿吨，居全国首位。过去一段时间，由于
受原煤输出比重大、新能源规模小、外送
通道窄等因素影响，区内多个城市空气
质量明显下降，雾霾问题日益突出，发展
清洁能源已刻不容缓。

2018年12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自治区新兴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
知》。该通知指出，到2020年，全区新兴
产业产值达到2750亿元，占全部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到13%。在新能源设备方
面，支持发电企业与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合作，提高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产能利用
率。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滚动项
目每半年更新一次，本次风电装备重点
项目共6个，总投资21.38亿元。

隆冬时节，北风呼啸，辽阔的内蒙古大地静寂

而冷峻。

寒风凛冽中，内蒙古达茂巴音200MW风电项

目在平稳运行。作为项目的电气设备集成商——

润世华集团经受住极端天气的考验，为风电项目的

稳定顺利运行保驾护航。

随着国家能源战略的明晰，山西、内蒙古、新疆

等能源大省按下了能源转型“快进键”，绿色、多元

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底色。在行业风口中，以风电项

目立身的润世华集团迅速崛起，业务版图已遍及山

西、内蒙古、河南、新疆、江西、安徽等诸多地区。

除了煤，我们还有什么？

润世华的崛起

新能源民企的广阔未来

本报记者 张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