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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能源高质量发展壮美蓝图
■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吴莉

号角响彻华夏大地， 奋进绘就壮美
画卷。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
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回首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习近平
指出，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一系列具
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 我国经
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强调，我们
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把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
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
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
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

非凡十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硕果累
累，举世瞩目。放眼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能源产业肩
负重任，必将绘写出更加壮美的画卷。

筑牢能源安全防线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
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粮食、
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维护
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筑牢国
家安全人民防线。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

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
续增强。

在煤炭领域，我国原煤生产自 2017 年
连续 5 年增长，2021 年产量超过历史最高
水平。在油气领域，随着油气行业增储上产
“七年行动计划” 的制定与实施，2019—
2021 年原油生产连续回升，产量稳步升至
近 2 亿吨； 天然气尤其是非常规天然气的
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17—2021 年，天
然气连续 5 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2021 年
产量达 2076 亿立方米， 比 2012 年增长
87.7%，年均增长 7.2%。 在电力领域，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23.8 亿
千瓦， 比 2012 年增长 1.1 倍， 年均增长
8.4%。 2021 年发电量 8.5 万亿千瓦时，比
2012 年增长 71.1%，年均增长 6.1%。

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深入推进能源
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
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前提条件下， 持续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这是我国能源发
展的总体思路所在。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要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
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
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2020 年 9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
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扎实践行承诺，凸显大国担当。
当前， 我国正在着力构建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2021 年，非化石能源发

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 装机容量达到 11.2
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7%。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均超过3 亿千
瓦，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天然气、水电、
核电、 新能源发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
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同年，我国煤炭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68.5%降
至 56%， 下降 12.5 个百分点； 石油占比由
17%升至 18.5%，提高 1.5 个百分点；天然气、
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清洁能源占比大
幅提高；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由 9.7%
升至 16.6%，提高 6.9 个百分点。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 二十大报告
指出， 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
控 ，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逐步转向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完善碳
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
交易制度。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勇攀科技创新高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持续的

科技创新支撑着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集聚力量进行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坚决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 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
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回首过去十年，习近平指出，一些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
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
术、 大飞机制造、 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
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十年间， 我国能源技术创新实力显著
增强。例如在核电技术领域，我国已率先实
现由二代向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全面跨
越，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示范取得重要突破。
通过全面加强核电自主创新， 实施国家核
电科技重大专项， 我国核电技术水平显著
提升，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
水堆 “华龙一号”、“国和一号” 国产化品
牌，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快堆，以
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先进核电技术。 在
聚变堆研发方面，世界首个全超导大型托
卡马克装置东方超环（EAST）不断刷新在
1 亿度超高温度下运行时间纪录，新一代
“人造太阳 ” 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
（HL-2M）装置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

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提出以来， 我国已建立起完备的
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成功研发制
造出全球最大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水电
机组，具备最大单机容量达 10 兆瓦的全
系列风电机组制造能力， 光伏电池转换
效率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常规油气勘探
开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页岩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水平大幅提升。 世
界首台 135 万千瓦煤电机组投入运行，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5 万千瓦燃气
轮机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

大道如砥，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用伟
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
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未来五年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
键时期，在全力推动全社会绿色高质量发
展、建设能源强国的道路上，中国能源人
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发展信心，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刘泽洪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现代社会的
基石，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社会
稳定与经济发展。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
和地缘政治冲突影响， 化石能源供应趋
紧、价格高企，国际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
出；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繁出现，
全球电力供应紧张， 缺电程度不断加深；
我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化石能源
资源有限、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 这些问
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我国能源安全
带来重大挑战，凸显了加快提升能源安全
韧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能源的饭碗必须

端在自己手里， 近年来围绕能源电力发
展，先后作出稳步推进中国能源互联网建
设、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重大决策部署，
为推动我国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
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
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
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立足我国
基本国情和复杂国际形势，加快构建以新
型电力系统为主体的中国能源互联网，是
提高我国能源自给能力、有效应对能源安
全重大挑战的根本举措，对于推动能源绿
色转型、保障能源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
我国能源供给需求巨大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能源
生产、消费和进口量均居世界第一，巨大的
市场需求凸显了保障能源供给的压力。 当
前,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
性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我国
能源安全面临多重风险叠加的严峻挑战。

一是化石能源资源不足， 能源供应脆
弱性问题日益显现。我国煤炭储量较大，已
探明可开采量约为 1622 亿吨原煤，占全球
总量的 15%， 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70%。 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技术

可开发量分别约为 36 亿吨、6.3 万亿立方
米，仅占全球总量的 2%、1%，人均占有量分
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7%、7%。 2021 年，
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 41 亿
吨、2 亿吨、2053 亿立方米，据此测算，储采
比分别仅为 39 年、18 年、30 年， 化石能源
储备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需要。

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能源进口难
度和不确定性增大。 长期以来，我国油气
自给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 年，
原油进口比重达 72%， 连续四年超过 7
成；天然气进口比重达 45%，较 10 年前提
高 2 倍。 同时，我国进口石油 80%以上来
自中东、北非等地区，运输需经霍尔木兹
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要道，存在“卡脖子”

风险。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炭、原油、天然
气进口量分别减少 18%、3%、10%，但进口
成本却增加了 64%、53%、50%， 进口化石
能源的经济代价显著上升。

加快建设能源互联网 助力提升我国能源安全韧性

1100月月 1166日日，，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第第二二十十次次全全国国代代表表大大会会在在北北京京人人民民大大会会堂堂开开幕幕。。 习习近近平平代代表表第第十十九九届届中中央央委委员员会会向向大大会会作作报报告告。。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岳岳月月伟伟//摄摄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
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
碳达峰行动。 深入推进能源革
命，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
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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