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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举行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举行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
2023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
在京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
能源报、中国能源研究会联合
主办，会议以“构建新型能源
体系 推动发展绿色转型”为
主题，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能源革命、加快新型能源
体系规划建设等话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方江山出席会议并会见与会
嘉宾。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
史玉波在致辞中指出，加快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既是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在
要求，也是深入推进能源革
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必须以持续夯实能
源安全为首要任务，围绕重大
科技创新、治理现代化两大关
键驱动力，与国家现代化经济
体系、产业体系和智力体系深
入融合，加快构建以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数字智能、普惠
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能源
体系。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兼
中国能源报总编辑谢戎彬在
致辞中表示，深入宣传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能源事业发展
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媒体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
能源报始终体现党的意志，反
映党的主张，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
党媒职责使命，坚持“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根本任务，积极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鼓舞精气神，
为党和国家发展营造积极的舆
论环境。未来，中国能源报将
进一步突出央媒优势、明确目
标定位、增强创新活力、彰显国
际风范，为推动能源领域高质
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贡献媒体智慧、媒体力量。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邓建玲分
享了华能集团在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探索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方面的重要实践。邓建玲
表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坚
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陆上
和海上并举、就地消纳与外送
消纳并举、单品种开发与多品
种互补并举、单一场景与综合
场景并举。中国华能将围绕

“领跑中国电力、争创世界一
流”的战略愿景，将绿色低碳
作为发展目标，打造新能源、
水电、核电三大支撑，大力优
化能源结构，加快构建新型能
源体系，“十四五”期间计划新
增新能源装机超过8000万千
瓦，到2025年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超过50%。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一级顾问郭剑波
指出，电力是能源革命的主战
场。只有通过“技术”和“政
策”双轮协同推进，新型电力
系统才能行稳致远。环境问
题、能源危机和新能源成本的
下降等都将加速新能源行业
的发展，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
安全、经济、体制机制等挑战
会来得更快、更猛烈、更复
杂。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和推
广应用，用系统观和大安全观
重新审视电力的安全属性和
商品属性，不断完善相应的政
策法规。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文
峰表示，建设数字电网是推动
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
重要举措，对促进能源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以数字电网为关
键载体，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
同转型，承载新型电力系统和
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可以有效
支撑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双碳”目标实现。以“两化协
同”引领能源电力产业链价值
链创新发展，服务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共同为中国式
现代化贡献能源力量。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

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刘泽洪指
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需要加
快推进“两个替代、一个提高、
一个回归”，即能源开发实施清
洁替代、能源消费实施电能替
代、提高全社会电气化水平、推
动化石能源回归工业原材料属
性。这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
必由之路，将统筹生产、消费、
配置各环节，推动能源体系实
现能源生产消费和配置格局的
转变。同时，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需要加快打造以新型电力
系统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构
建多能互补、跨区协同的送端
系统，坚强可靠、智能开放的
受端系统，全国互联、配置高
效的特高压通道以及多元协
同、调节灵活的储能体系。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
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和窗
口期，也是新型储能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储能建
设周期短、选址简单灵活、调
节能力强，加快推进先进储能
技术规模化应用势在必行。
海辰储能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方晨旭表示，储能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支撑之
一。作为电化学储能领域的
专业企业，海辰储能将持续提
升综合实力，致力于为全社会
提供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绿
色能源解决方案。

在“圆桌对话”环节，中国
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孙正运，华为数字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熊亦
晖，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庞文
杰，安徽华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晓华，北京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
亮，江苏东港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建彦围绕“新能源
体系建设的破与立”展开充分
讨论。

会议同期启动了“能源企
业碳中和林暨公益传播项目
计划”，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
品牌共建单位”。南方电网储
能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江苏东港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厦门海辰储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能链智电、通
威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日升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明阳智慧
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安徽华晟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
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阿坝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等12家企业入围今年的“新
型电力系统品牌共建单位”。
据悉，“新型电力系统品牌共
建”活动自2022年启动，当年
入选的8家企业分别是壳牌
（中国）有限公司、斯伦贝谢中
国公司、一能充电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微控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台达电子企
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兴储
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园
深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和珠
海凡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董
事、中国能源报常务副总编辑
焦翔参加有关分论坛并致辞。

来自能源领域知名企业、
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逾 300
人参加了本届年会。

■中国能源报记者 姚金楠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右二）出席会议并会见与会嘉宾。 杜 琳摄

人民日报电 （记者王昊
男）北京市政府近日批准将国
兴胡同等513处街巷胡同和
天安门广场等46处片状地名
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
名保护名录。截至目前，首都

功能核心区已有1157处传统
地名被纳入保护名录，包括
1111处街巷胡同名称、46处
片状地名，基本实现了《北京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6 年 —
2035年）》中提出的保护1000

余条胡同名称的要求。
据介绍，2022年，北京市

公布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
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首批名
单，598 处传统地名收录其
中。今年，北京市进一步开展

传统地名评估工作。此次公布
的名单中，513处街巷胡同空间
分布广泛、层次清晰，地名类型
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兼容并
包的特点。保护名录新增片状
地名，46处片状地名时间跨度

较大，大部分位于中轴线上或
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保护名录充分体现了“尊重
历史，兼顾古今”的特点，为加强
传统地名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增至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增至11571157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