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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

政治局第十二次学习时强调，积极

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

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我们要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

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

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

更大贡献。

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发现，新能源产业的

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围绕农村光伏

与乡村振兴、新能源消纳、新能源

用地、储能、碳市场、新质生产力、

知识产权、电力市场化交易等热点

问题建言献策，助力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

加快低碳中国转型进程 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当前，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已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

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

时也要看到，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

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

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

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

发展新能源。

我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大，并且具备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加速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可再生

能源装机规模、投资和出口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

去一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

史性超过火电，全年新增装机超过全

球一半。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制

造业投资较快增长，推动外贸稳规

模、优结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

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

国家能源局在 2024 年一季度

新闻发布会上也透露，2023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 亿千瓦，

其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了50%。2023

年，我国新能源完成投资额同比增

长超过34%，太阳能发电完成投资

额超过6700亿元，风电完成投资额

超过 3800 亿元。目前，中国风电、

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额分别超过

334亿美元和2453亿美元。

在创新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上，

我国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陆

上与海上并举、就地利用与远距离

外送并举，不仅加快推进以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而且积极鼓励分布

式能源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在今年两会期间，围绕新能源

电站项目开发问题，特别是大型风

光基地项目开发，全国人大代表、

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建议，支持

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电站项目投资，

助力我国“双碳”目标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隆基绿能董事

长钟宝申指出，在新形势下，光伏

在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共同富

裕的同时，为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和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鉴于农村光伏存在不美观、安全隐

患、与美丽乡村不协调等问题，钟

宝申建议制定农村光伏建筑规划

标准，定期开展农村光伏市场质量

监察工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国内光伏电站土地成本快速增加，

可用土地面积逐步减少，土地资源

高效复合利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和委员所关心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利用沙漠、戈壁、

荒漠等未利用之地，布局建设大型

风光基地，是保障我国中长期新能

源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通

过发展海上风电、“光伏+”等形式，

提高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提交

了推动设施农业光伏发展的提案，

并在政策、经营、接入、成本等方面

提出建议。此外，刘汉元针对支持

水面光伏项目发展，促进土地资源

高效复合利用提出建议。

创新新能源开发和利用

过去十多年，我国新能源

产业链体系日臻完善，具备了

领先全球的技术竞争优势。在

“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源作

为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之

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保

持竞争力，必须将技术创新摆

在核心位置。

以光伏发电为例，我国光

伏产业从原材料、设备、市场

“三头在外”，到如今产业链完

善程度、市场规模、技术水平、

产品成本等方面占据了全球优

势地位。与此同时，光伏企业

仍在攻坚、布局前沿技术和颠

覆性技术，比如 HJT、IBC 和晶

体硅/钙钛矿叠层电池。

此外，需要认识到的是，虽

然我国光伏产业化技术已经全

球领先，但是 PERC、TOPcon、

HJT、IBC这些已经或有待规模

化量产的电池技术均来自海

外。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仍

需要缩短与海外的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天合光能董

事长高纪凡表示，要牢牢把光伏

核心技术抓在自己手上，加速抢

占HJT、钙钛矿等光伏领域技术

制高点，积极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助力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光伏产业成为更具国

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绿色能源转型已是大势所

趋，中国光伏企业要进一步加强

科技研发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刘汉元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

设，有助于保护新能源技术创

新者的原始发明成果，激发创

新热情。南存辉聚焦商标、知

识产权等领域提交提案，建议

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为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

境积极建言献策。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新能

源将带动整个社会向绿色低碳

方向转型，并将赋能企业在国

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南存辉表示：随着“双碳”战

略的推进，带来了生产方式和整

个业态的深度调整，对各行各业

产生了深远影响，碳足迹、碳排

放、碳捕捉、碳交易等诸多创新

的技术、创新的产品、创新的业

态会不断涌现。以制造业为例，

从源头到后端产品、服务等都要

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型。

刘汉元关注到，随着电能

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持续攀

升，企业电力消费碳排放核算

的问题愈发重要。他认为：“开

展监测和精准量化电力消费的

碳排放，是反映我国工业企业

碳排放现状及减排进程的重要

基础工作，是提升企业绿电消

费积极性，帮助企业降低间接

碳排放，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的切实抓手，也是体现工业

出口产品低碳竞争力，应对国

际‘碳壁垒’的最佳措施。”

打造能源新质生产力

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了50%。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新能源将带动整个社会向绿色低碳方向

转型，并将赋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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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勘探开发的持续推进，非

常规油气资源在油气资源中的比重

正在不断提升。其中，我国页岩油

资源丰富，对“端牢能源饭碗”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

稳步推进。不过，页岩油地质条件

复杂、开发成本高，配套工程装备尚

不成熟，实现规模商业化开发面临

挑战。

“相较于北美，我国页岩油主

要赋存于陆相层系，地质条件比较

复杂，富集机理、流动规律、开发规

律急需深化认识，关键核心技术装

备尚不成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马

永生表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我

国页岩油经济开发成本高，部分规

划审批和用地受限。此外，我国页

岩油勘探开发缺乏针对性的财税

支持政策。

为此，马永生建议，要积极出

台财政优惠政策、精准实施税费

扶持政策，同时，加大科技攻关和

用地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国家加大

专项科技资金支持或给予国家级

重大科研装备专项基金扶持，设立

“页岩油开发专项基金”和重大专

项科技攻关研究项目，加强页岩油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加

大高端设备引进与研发支持，加

快突破制约规模效益开发的技术

难题，并加大土地审批使用支持

力度，给予国土空间建设规模指

标保障。

记者注意到，2023年我国在页

岩油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去

年，新疆吉木萨尔、大庆古龙、胜利

济阳3个国家级示范区及庆城页岩

油田加快建设，苏北溱潼凹陷多井

型试验取得商业突破，页岩油产量

突破400万吨，再创新高。

同时，在陆上深层-超深层勘

探开发方面持续获得重大发现，高

效建成多个深层大油田，2023年产

量达1180万吨，我国已成为全球陆

上 6000 米以深超深层油气领域引

领者。

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三大盆

地作为我国天然气增产的主阵地，

自2018年以来，其增产量占全国天

然气总增产量的70%。

作为能源企业“稳油增气”最现

实的接替资源，非常规油气资源的

发展新机遇必须牢牢抓住，这既是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又是开

发我国油气资源的必然选择。全国

人大代表、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油气

田开发首席技术专家文绍牧认为，

非常规油气资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常规油

气资源丰富，但开采难度大、开采成

本高，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

新来实现安全效益开发。

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

系的重要组成和实现“双碳”目标

的关键载体。随着我国新能源发

电实现跃升发展，大规模高比例新

能源接网和消纳对电力系统提出

了新的挑战，需要加快规划建设新

型电力系统，确保电力的安全可靠

稳定供应。

发展储能有利于提升电力系

统的调节能力，是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的重要支撑。2024 年全国两会

期间，刘汉元建议，构建以抽水蓄

能、新型储能为主，电动汽车等其

他多种储能形式为辅的综合性储

能系统，推进低碳中国进程。

在刘汉元看来，未来，储能所

扮演的角色绝不能与现在进行简

单类推类比，今天的配储只是偶

尔调用甚至从来没有调用，今后

的储能应当成为智慧电网、新型

电力系统中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组

成部分，维持发电端与用电端之

间的平衡，成为市场机制下的一

项重要产业。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

结合我国新能源电源和负荷中心

时空错配的现实，必须发挥电网企

业的平台和枢纽作用。推进新能

源电力跨省跨区输送通道建设，提

高新能源跨域配置能力。

记 者 此 前 在 采 访 中 也 了 解

到，西北地区的大型风光基地项

目一度因缺少电力输送通道而延

迟建设，影响了新能源的送出与

消纳。“加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

外送通道建设”，正是 202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对于新能源发展的落

脚点之一。

在新形势下，新型电力系统的构

建还需要配电网进一步提质升级。

国家能源局指出，我国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较快，截至2023年年底

装机规模已超过2.5亿千瓦，部分地

区承载力接近极限，存在配电网电

压越限、电网调峰困难的情况。在

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近期印发《关于新形势下配

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出，有针对性加强配电网建设，评

估配电网承载能力，引导分布式新

能源科学布局、有序开发、就近接

入、就地消纳。

“配电网接入改造是分布式新

能源消纳的迫切问题。”钟宝申也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组织开展新一

轮的农村配电网改造，以适应分布

式新能源发展需求，明确任务进度

和费用承担机制以保障实施，保障

新能源全面可靠接入。

此外，作为促进新能源消纳的

重要途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在近两年渐成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

长曹仁贤指出，自 2023 年以来，各

省纷纷出台电力市场交易实施方

案，要求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存量与增量项目参与电力

市场化交易。但与此同时，在完备

的电力市场机制建成之前，存量项

目大比例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初

始投资收益逻辑不能成立，会影响

未来新增项目投资信心。

助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在新形势下，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还需要配电网进一步提质升级。

稳油增气 夯实能源安全基石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能源”与“新能源”这两个词共出

现了 12 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会

热词。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石化领域的代表

委员纷纷围绕如何推动我国油气

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新质生产

力，激发油气产业活力，持续加大

勘探开发力度，进而保障我国能源

安全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集团

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表示，能

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

脉，要恪守“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使

命担当，持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力度，当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顶梁柱”。

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

源依然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

器”的作用。2024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提出：“强化能源资源安

全保障，加大油气、战略性矿产资

源勘探开发力度。”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

2023 年，国内油气产量当量超过

3.9亿吨，连续7年保持千万吨级快

速增长势头，年均增幅达 1170 万

吨油当量，形成新的产量增长高峰

期。其中，原油产量达 2.08 亿吨，

同比增产300万吨以上，较2018年

大幅增产近 1900 万吨，国内原油 2

亿吨长期稳产的基本盘进一步夯

实。天然气产量达 2300 亿立方

米，连续 7 年保持百亿立方米增产

势头。

2023年，我国海洋原油大幅上

产成为关键增量，产量突破6200万

吨，连续 4 年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

60%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

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汪东进认

为，短期内仍需化石能源兜底，应

持续加大“增储上产”力度。

同时，当前我国油气资源开发

已经遍布全国大江南北，在全国一

盘棋的整体思路下推动油气增储

上产至关重要。为此，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石油集团副总工程师，油

田技术服务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

记杨立强建议，统筹做好重点盆地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工作，谋划建设

国家级油气生产大基地，有效提升

我国油气自主供应能力，保障油气

核心需求。

油气稳产夯实能源安全基石

非常规油气开发成新焦点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培育壮大，有效释放了经济发

展新动能。目前，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超过13%，已经成长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油气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

要支柱，该行业当前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急需不断提升

创新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油

气领域的应用。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

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认

为，在全球能源市场大变革形

势下，当下的能源结构要求破

解传统资源企业转型升级难

题，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布局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

记者从中国石油方面了

解到，中国石油在 2024 年工作

会议中提出，加快布局推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当好标杆

旗帜。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

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指

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国际竞争十分激烈，是引领未

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也

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

中之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还将加快能源技术变

革、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催生新

型商业模式、促进产业跨界融

合，进而在重塑能源市场竞争

格局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

影响。

马永生建议，加大对重点领

域的支持力度。针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领域，尤其是重大

共性关键技术、能源转型关键

技术和碳中和技术等领域，探

索制定相关补贴激励政策，通

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政府集

中采购等方式扩大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财税支持覆盖面。

近年来，我国石化行业科

技创新取得一些新突破，但在

高端化工新材料领域，创新能

力仍然不强。工信部报告显

示，我国新材料产业还有 32%

的关键材料处于空白，52%的关

键材料仍依赖进口。对此，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宁波镇

海炼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莫鼎革建议，以“发展最优

化、效益最大化”为导向，对石

化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关键环节

给予差别化政策支持，集中力

量强化创新攻关突破，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完整度

和安全水平。

加快推进能源技术变革

江西新余九龙山顶风力发电机群矗立山间，将绿色能源送入千家万户。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