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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共话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杨晓冉 卢奇秀

国务院机构改革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姚金楠 李丽旻

下转 17 版

3 月 10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决定，批准了这个方案。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着眼于科学技
术、 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职责优
化和调整。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能
源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
金融服务的保障。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大
幕已然拉开， 能源行业又将迎来怎样的
改变？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新型举国体制助力能源科技攻关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是本次国务
院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相应
的改革方案，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将进
一步强化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等方面
的职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
庆大学教授潘复生坦言，目前，我国科研
领域存在研究工作分散、低水平重复、目
标导向不明确等问题， 只有利用科技举
国体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潘复生强调，当前，我国一方面需要
保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另一
方面要严守国家能源安全的底线。 在此
背景下， 更要正视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发
展中存在的瓶颈，并积极予以突破。 “可
再生能源发展至今， 最大的技术瓶颈在
于储能环节，安全、低成本的储能技术是
可再生能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储
能是一门交叉学科， 这一领域的技术攻
关需要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此次科技部
重组的过程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要
求， 相信对于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重大
技术突破将大有裨益。 ”

不仅惠及可再生能源行业， 对于传
统化石能源而言也是如此。 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姜耀东指出，
例如，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等重点科
研课题都需要更为科学高效的管理。 重
组科学技术部的改革举措有利于提高政
府办事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各个部门之

间高效协调。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表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是传
统化石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此消彼长、
互补融合的过程， 是一项动态的复杂系
统工程， 而多能融合关键核心技术的突
破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路径。 当前形
势下，必须从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革命和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目标出发，进
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
力， 以科技创新成果与示范应用促进国
家新型能源体系构建。

此外， 改革方案对科学技术部的具
体管理职责进行了划转。重组后的科学
技术部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
管理， 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科研管理专
业机构的运行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实
施情况的督促检查和科研成果的评估
问效。

“具体管理职责的划转其实是大大
减少了科技部的事务性工作。 ”刘中民表
示，重组后，科学技术部可以集中精力做
监督、做布局、做设计，以更高的站位去
统筹规划全国的科技力量。 能源行业长

久以来存在各品类发展相互独立的问
题， 跨系统耦合涉及的事务性工作繁杂
多样。 相信经历此次机构改革，相关工作
的运行管理会更加高效。

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提升能源企业融资便利度

金融系统的改革也在惠及能源行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强化资
本市场监管职责， 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 由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
（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

据记者了解，在本轮机构改革前，我
国企业类债券发行审批主要由三个部门
分别负责。 其中，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负责监管短融、中票等债券，证监会负责
公司债，发改委负责企业债。 不同部门间
审核标准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带来了不便。

全国两会擘画出中国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蓝图。

3 月 10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全
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
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是疫情防控政策
优化调整后的奋进之年。 作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基石， 能源议题从政府工作报告
延伸至提案议案， 成为会场内外热议的
焦点。 与会代表委员围绕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及增储上产等话题建
言献策。 其中，“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更是首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备受关注。

代表委员纷纷表示， 在这个生机勃
勃的春天，能源行业凝聚共识，必将以更
大的决心、 更大的力度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续写行业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加强资源开发
推进增储上产

凝心聚力启新程，笃行实干向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

建华表示， 要紧紧围绕能源高质量发展
这个大局， 进一步提升监管工作的精准
性、有效性。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能源的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能
源规划政策执行情况监管， 确保 “十四
五”能源规划及配套政策有效落实，加大
对煤电规划建设、油气管网规划建设、农
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等情况的监管，做
好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情况的跟踪， 督促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能源企业落实国家
保供政策、履行保供主体责任。

“近年来，国际能源供应紧张态势和
我国煤炭短期出现的市场大幅波动现
象， 说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责任重大，
‘一刀切’式地‘去煤化’和煤炭‘双控’不
符合国家能源战略。 ”在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姜耀东看来，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 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
禀赋， 促进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
利用，促进煤炭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可
再生能源协同发展， 推动煤炭与清洁能
源技术、产业与模式的有机融合，实现煤
炭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互
为支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
长刘国跃表示，今年以来，国际能源供需
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GDP 增长 5%左右的
目标， 国内经济恢复发展将带动能源需
求稳定增长，区域性、时段性能源供需矛
盾依然存在。 煤炭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

短期内还不会改变。 应以煤炭为“锚”做
好保供稳价和能源安全工作， 持续稳定
煤炭生产供应，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加强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保障进口多元
稳定，引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以
煤价稳促电价稳， 加快支撑性调节电源
建设，提升能源安全供应水平，盯紧重点
地区、重点时段用能需求，多能互补，切
实稳住能源大盘。

章建华表示， 要强化能源安全保障
体系和保障能力建设， 必须坚持自主开
放发展。 一方面，加快构建富有韧性、坚
强可靠的能源供应链， 增强国内大循环
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要更好地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
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践行能源革命
推动绿色转型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动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加快能源绿
色低碳发展， 是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
要，也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要义。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电网董事长辛
保安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
清洁发电体系，总装机 25.6 亿千瓦，其中
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煤电达到 12 亿千
瓦以上，占总装机比重 47.3%，新能源利
用率保持在 95%以上， 清洁能源消费占
比上升到 25%以上。 我国能源结构不断

优化，绿电消费持续扩大，能效水平稳步
提升，降碳减排效果明显，加快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
和，能源电力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 能源电力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绿色低碳转型
时间紧迫、电力市场机制有待完善等。

“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
能集团董事长温枢刚指出， 随着我国新
能源的快速发展， 新型储能近年来发展
迅猛。 但是，当前存在“新能源+储能”整
体利用率低、成本高效益低的情况，相关
市场机制需要加快完善落地。 他建议，推
动新能源配置储能以硬性要求向实际需
要转变，进一步提高已建储能的利用率，
加快市场建设，更好地促进“新能源+储
能”发展。

氢能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新宠
儿，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中同样将扮演着
重要角色。 目前，全球多国以氢能交通为
切入点，向工业、建筑等领域拓展，应用场
景日渐丰富。 全国人大代表、亿华通董事
长张国强指出，近年来，我国氢能及燃料
电池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构建起完善的
产业链，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实现国产化
替代，可靠性、耐久性、经济性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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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北京， 春意盎
然，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
为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勾勒出新航向。

在“开局之年”赴一场
“春天之约”， 来自能源行
业的代表委员们建真言、
献良策， 带来了他们的两
会好声音， 也带给人们更
多期待、信心和力量。

过去五年，我国发挥
煤炭主体能源作用，增加
煤炭先进产能，发电装机
量增长 40%以上，推动新
能源汽车 、光伏 、风电等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在助
力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等方面，能源行
业和能源企业均发挥着
基础性支撑作用。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国际地缘政治重
构， 欧洲陷入能源危机， 能源市场持续震
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引领能
源革命的步伐格外坚定。

这一年，光伏、风电成为我国第三大、
第四大装机电源，新能源安全可靠性的提
升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打下了最牢的一
根桩；这一年，我国原油产量重上 2 亿吨，
天然气储量、产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油
气勘探开发向“深地”和“深水”挺进；这一
年，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特高压输
电工程相继竣工投产，跨越两千余公里的
白鹤滩水电 7 毫秒就能闪送到东部负荷
中心……

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 在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过程中，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正是
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中
国式现代化对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
要求。

安全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基石。 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更
要求我们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
破，增强能源生产和储备能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坚决守好能源安全底线。

绿色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底色。 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
重要抓手， 也是实现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有力
武器。

创新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引擎。 这要求我
们着力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高水平能源科技自立
自强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代表委员们把
人民群众、能源行业的意见建议带入国家
议事日程，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
“同心圆”。 这些凝聚起来的共识、筹谋已
定的良策，必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汇聚起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源伟力。

党的二十大为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23 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 ，也是能源行业接续奋斗、扬鞭奋蹄的
一年。

当疫情的雾霾逐渐散去，一个奔涌着
活力的中国回来了，一个崭新的五年启程
了。 加油！ 能源人。

锚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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