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严赋憬 魏玉坤）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文件出台
背景是什么？部署哪些任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

问：为什么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答：国家高度重视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展，

2009年以来陆续出台多项价格、财政、产业等支持性政策，
截至2024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14.1亿千瓦，占全国
电力总装机规模40%以上，已超过煤电装机。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实行固定价
格，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
责任，亟需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新能源开发建设成
本比早期大幅下降，各地电力市场快速发展、规则逐步完
善，也为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创造了条件。

问：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改革总体思路是，坚持市场化方向，推动新能源上

网电量全面进入市场、上网电价由市场形成，配套建立可持
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促进行业
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
面由市场形成。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
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二是建立支持新能源
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机制。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后，在
结算环节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电
量，按机制电价结算。三是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
策。存量项目的机制电价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增量项目
的机制电价通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

问：为何要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答：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特别是光

伏发电集中在午间，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后，午间电力供应大
幅增加、价格明显降低，晚高峰电价较高时段又几乎没有发
电出力，新能源实际可获得收入可能大幅波动，不利于其可
持续发展。

为此，经反复研究，通知提出在推动新能源全面参与市
场的同时，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
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给予差价补偿，
高于机制电价时扣除差价。通过“多退少补”的差价结算方
式，让企业有合理稳定的预期，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助
力“双碳”目标实现。从国外情况看，新能源发展较好的国
家通常采取类似做法。

问：如何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答：新能源具有固定投资成本占比大、变动成本占比小

的特点，随着技术进步、造价持续降低，新老项目经营成本
差异较大，需要平衡好新老项目关系。在充分听取各方意
见建议基础上，通知提出在实施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
算机制时，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以2025年6月1日为节点划分。6
月1日以前投产的存量项目，通过开展差价结算，实现电价
等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6月1日及以后投产的增量项目，
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根据国家明确的各地新能源发展目标
完成情况等动态调整，机制电价由各地通过市场化竞价方
式确定。这种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新办法的安排，能够在
保持存量项目平稳运营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增量
项目的机制电价，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问：对终端用户电价水平有何影响？
答：这项改革，对居民、农业用户电价水平没有影响，这

些用户用电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对于工商业用
户，静态估算，预计改革实施首年全国工商业用户平均电价
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市场价格较低
的地区可能略有下降，后续工商业用户电价将随电力供需、
新能源发展等情况波动。

问：对电力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答：此项改革标志着以市场化方式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迈出关键步伐，将对电力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推动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上网

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存量增量分类实施支持措施，有利于
形成真实的市场价格，促进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引导新能源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有利于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新能源入市交易后，将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节成本，各类电
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体现，更好引导新能
源与调节电源、电网协调发展，助力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新
型电力系统。三是有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改
革后，新能源与煤电等一样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均由市
场形成，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扩围，同时各地电力市场规
则将按照国家要求相应完善，能够极大促进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建设。

问：将如何做好组织实施？
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组织

好实施。一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确定实施时间。考虑到不
同地方新能源发展状况不一、电力市场情况不同，由各地按
照国家政策制定具体方案，自行确定实施时间，但最迟不晚
于2025年底。二是强化政策协同。三是做好跟踪评估。

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相关文件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日前，中
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
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
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

1.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调
研组赴基层调研搞层层多人陪同。
2024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一行3人赴某省两
个县区开展劳务品牌建设工作调研。
其间，对基层陪同人数缺乏严格把关，
省、市、县、乡层层多人陪同，有时一个
调研点陪同近 10 人，增加了基层负
担。调研组先后考察调研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明清古街、千年古城墙等，一
些调研点与调研主题明显不符。

2.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
规开展达标创建活动，评分标准繁琐
需基层提供大量证明材料。2024年9
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规
向各省区市有关单位下发通知，部署

开展 2025 年“营养与健康学校（幼儿
园）”建设申报评审工作，要求各省区
市有关机构组织当地学校、幼儿园申
报评审，且提出每年对达标学校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分标准繁琐，
其中营养与健康学校评分表包含8大
类共39项内容、117项评分标准，指标
层级达到3级。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
促进会以上做法明显违反《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关于规范
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统筹规范督查
检查考核等有关要求。

3.广东惠州市教育部门对社会事
务进校园缺乏统筹规范，违规开展达
标、签订责任状等活动，增加教师非教
育教学负担。惠州市教育局违反《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未叫
停有关达标活动，2024年10月仍然开
展中小学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验
收工作，要求学校对照100余项验收标
准自评自查，准备每月防火检查、每日

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教育等各类台账资
料。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局2024年5月
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安全专项工作，把应
由专业部门承担的职责任务摊派给学
校，安排学校全面排查校园周边水库、
江河湖泊等重点水域，要求学生、家长
频繁签订承诺书、责任书，把防溺水工
作台账作为校长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
究倒查的重要依据，非教育教学事务、
过度留痕要求加重了中小学教师负担。

以上问题反映出有的地方和单位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不严不实，在调研中搞迎来送往、
层层陪同、不求实效，增加基层负担；
有的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若干规定》不严格，违规面向基层开展
创建达标活动，评价指标繁复，要求基
层提供大量证明材料，搞文牍主义和
繁琐哲学；有的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统
筹不力，导致学校承担过多不必要的
非教育教学任务。

2月9日，市民
游客在林阳禅寺赏
梅(无人机照片)。

当日，福建省
福州瑞峰林阳禅寺
举行第二届梅花文
化展演活动。竞相
绽放的梅花与千年
古寺建筑相映成
趣，吸引了众多游
客。

新 华 社 记 者
林善传 摄

正是赏梅好时节正是赏梅好时节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 董
瑞丰 李恒）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GB 2760-
2024），自2025年2月8日起，脱氢乙酸
钠（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不再用于面
包、糕点、果蔬汁（浆）等7类食品，在腌
渍蔬菜中的最大使用量也由1克/千克
调整为0.3克/千克。

为何对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进
行调整？之前吃了添加脱氢乙酸钠的
食品，是否有危
害？怎样科学看
待食品添加剂？
记者采访食品安全专家予以解读。

为何调整使用脱氢乙酸钠？尽量
降低风险

专家告诉记者，脱氢乙酸钠是一
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对酵母菌、霉
菌、腐败菌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过去
几十年里被多国许可，广泛应用于食
品中，以延长保质期。

那么，新国标为何对脱氢乙酸钠
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作出调整？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
主任阮光锋介绍，对一种食品添加剂
进行重新评估，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
在安全性上有新的证据发现，需要重
新评估；二是食品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当一种食品的消费量由少变多时，要
考虑其中某种食品添加剂累积之后会
不会超过安全限值。

此前，有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多次
大量食用脱氢乙酸钠，可能造成动物
取食减少、体重下降、凝血能力下降、
肝肾组织变化等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认为，这类动物实
验并不能证明人类少量吃这种添加剂
也会导致同样危害，但往往会让人们
对该物质有更严格的限量。比如，烘
焙产品近年来消费量明显增多，其中
的食品添加剂含量就需要重新考量。
相对来说，腌渍蔬菜消费量并不多，所
以只是降低了最大限量。

专家表示，食品安全追求“尽可能
降低风险”。随着最新科研发现以及
国内食品消费结构改变，食品添加剂

使用也会相应作出调整，防患于未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

三室主任张俭波表示，修订脱氢乙酸
钠的使用规定，是根据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结果和行业实际使用情况调研作
出的决策。

食用后健康风险有多大？摄入量
决定安全性

脱氢乙酸钠已经在食品行业使用
了较长时间。不少人关心：此前吃过
这种食品防腐剂，会造成身体伤害的
风险有多大？

食品安全专家表示，风险大小跟摄
入量密切相关，即要看消费者实际一次
吃进的量，以及一年当中吃的频次。

范志红表示，脱氢乙酸钠在人体内
能够被代谢掉。相关实验数据显示，脱
氢乙酸钠在毒理学上不属于高毒成分，
动物实验发现其有害作用，是在“长期”

“反复”“大量”食用之后的结果。人们日
常摄入量一般不足实验中发现有害量的
十分之一，无需过于担心健康风险。

阮光锋表示，脱氢乙酸钠并非被

“禁用”，它依然是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可以用在腌渍蔬菜、发酵豆制品等
食品中。这说明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合
理使用脱氢乙酸钠依然是安全的。

阮光锋还介绍，美、日、韩等多国
也仍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脱氢乙酸
钠，但各有不同规定。例如，美国允许
用于切块或去皮南瓜和草莓，最大使
用量不超过 65 毫克/千克；日本、韩国
允许用于黄油、奶酪、人造黄油等食品
中，最大使用量不超过0.5克/千克。

食品添加剂还
能不能吃？可以合
理使用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还有部
分消费者担心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

“添加”了风险。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孙宝国表示，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历史悠久，例如古代
卤水点豆腐时使用的卤水，其主要成
分氯化镁，便是一种添加剂。现代人
的生活更是离不开食品添加剂。

孙宝国介绍，我国相关标准规定了
23类2300多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防腐
剂、着色剂、膨松剂、甜味剂等，按照标
准使用，不超过最大使用量和最高残留
量，不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过去发生
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往往源于违规使
用“非法添加物”或滥用食品添加剂。

孙宝国表示，为保障公众健康和
食品产业发展，我国对食品添加剂一
直实行严格的准入和淘汰机制，开展
持续、动态的跟踪评价，不断调整其
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并对部分物质禁
止使用，应当科学、理性看待标准的
调整。

3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被通报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被通报

面包糕点为何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面包糕点为何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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