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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中中国国华华能能集集团团党党组组书书记记、、董董事事长长温温枢枢刚刚：：

加加快快推推进进能能源源电电力力绿绿色色低低碳碳发发展展
�� 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中中国国工工程程院院院院士士刘刘中中民民::

依依托托““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深深化化能能源源国国际际合合作作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朱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推动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加快能源电力绿色低碳发展是
保障能源安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
迫切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结构
升级、催生发展新动能的有效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华能集团党
组书记、 董事长温枢刚表示， 新征程
上， 我们必须加快能源电力绿色低碳
发展， 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新能源和
核电领域， 华能集团相继打出两记
“重拳”：召开 2023 年新能源建设推进
会，靠前安排 200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

实现实体开工和施工准备，全年计划
新能源开工 3000 万千瓦以上，投资额
超过 1000 亿元。 与此同时，“十四五”
我国首个开工核电项目———华能海南
昌江核电二期工程 3 号机组转入安装
阶段，这是继 2021 年华能石岛湾高温
气冷堆示范工程首次并网后，华能集
团三大核电基地建设迎来的新的重要
节点。

温枢刚表示，高温气冷堆具有安
全性好、发电效率更高、容量灵活、应
用广泛、 厂址适应性强等显著优势。
为推动我国高温气冷堆技术持续创
新发展，在全球先进核电技术领域保
持领先，他建议，国家牵头组织，加快
建设高温气冷堆技术专用标准体系，

加大高温气冷堆技术知识产权的深
度挖掘，结合示范工程开发、设计、建
设、调试、运维等全过程，力争在“十
五五”时期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高温
气冷堆技术相关标准、规范、导则体
系，加速形成高温气冷堆技术国际标
准体系。

温枢刚表示， 希望国家加大科技
研发资金投入，支持相关科研院所、高
校、 企业等深入开展高温气冷堆不同
应用场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探
索高温气冷堆在高温热源供应、 退役
煤电替代、内陆核电突破、绿氢高温制
备、 海水淡化等场景下可提供的绿色
低碳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杨晓冉/整理）

“能源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是维护
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 能源安全是关
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在全国
两会期间带来的提案指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全球疫情、大国博弈、地缘冲突等突发事
件频繁冲击与科技进步、 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
叠加， 使得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
了深刻变化， 世界主要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能源
安全和能源国际合作战略。

面对诸多挑战， 我国应如何更好地开展能
源国际合作？又应如何制定合作战略？刘中民给
出了他的答案。

在刘中民看来， 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
相关，能源问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全
球范围内能源结构正处于从高碳向低碳和无碳
过渡的新旧能源更替关键期，能源革命、工业革
命、科技革命与人工智能等因素相互叠加促进，
正形成新一轮全社会系统性变革大潮。

当下，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
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能源系统在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但在当前复杂的
国际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 我国能源
问题面临着更复杂、更严峻的挑战。在守牢能源
安全底线、保障能源“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的前提下， 应积极推进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下
的能源国际合作。

为此，刘中民建议，应加强能源科技创新与
国际合作，促进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加强
能源战略研究，加强能源基础研究以及与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 加强氢能、储
能、 核能、 智慧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科技合
作， 与国外相关优势单位共建联合实验室或研
发中心，通过技术合作与经验借鉴，主动融入全
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网络， 推动我国自主优势
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输出。

刘中民指出，一直以来，我国基于化石能源
资源禀赋，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方面具有

优势。煤化工与天然气化工同属于碳一化工，技
术具有类似性。因此，在天然气转化利用方面有
很大的国际合作潜力。

“中东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
国家拥有大量天然气资源， 也有很好的太阳能
资源，是合作的重点方向。 同时，与‘一带一路’
沿线的国家合作还有助于带动我国成套技术和
装备出口，实现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

基于此，刘中民建议，应以“一带一路”为依
托，深化能源国际合作。积极发挥“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 进一步加强与对
接的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开
展政策交流与协调、科技创新合作、人才培养和
能力建设等活动。 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积极发挥“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
盟等作用，推动“双碳”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 为实现全球碳中和总目标贡献中
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探索我国优势能源技术与
成套化装备及资金沿着“一带一路”国家输出的
模式。

刘中民进一步强调：“一方面， 应以开放的
心态与国际社会进行开放的合作。另一方面，我
们更要有自主能力，必须立足于自己的资源，有
自保能力，这也是能源国际合作的底线。 ”

对此，刘中民建议，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对外能源话语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
强与国际能源署、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论坛
等组织的合作，提升国际能源话语权。 同时，应
强化中国作为主要创建者的上海合作组织、金
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建立能
源命运共同体， 积极融入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改
革进程。

刘中民进一步表示， 应通过优秀学者加入
国际组织、 持续培育和推动多边科学计划等方
式，参与构建能源领域国际测算方法和标准的
制定，提升我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地位，为把
我国建设成能源强国提供战略和舆论支撑。

�� 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中中海海炼炼化化大大榭榭石石化化副副董董事事长长王王志志良良：：

LLNNGG 船“国船国造”需需国国家家政政策策支支持持
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包括航

运在内的交通领域碳减排工作已成
为重点推进方向之一，航运业绿色低
碳能源结构调整已刻不容缓。

自 2011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 《“十
二五”水运节能减排总体推进实施方
案》以来，国家层面及相关部委陆续
出台多项支持文件和政策，鼓励水运
行业使用 LNG。 当前，国内航运业推
广使用 LNG 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仍
存在 LNG 动力船少、 船东使用 LNG
燃料动力积极性不高、LNG 船舶加注
站点少、加注不便利等问题。

从综合供应可靠性、经济性、技术

成熟度、安全监管、减排贡献度、法规
完备性等方面看，LNG 是实现绿色航
运最现实可行的路径。 目前，部分重点
流域已具备加快推广船舶 LNG 使用
的基础条件。 经过多年发展， 国内
LNG 加注船制造业取得长足进步，目
前已累计投运 3艘 LNG加注船。

在国内企业已具备能力在更多沿
海港口提供完备的国际 LNG 船舶加
注服务条件下，全国政协委员、中海
炼化大榭石化副董事长王志良建议：

建议财政部给予 LNG 动力船舶
建造/更新资金补贴。 新建改造 LNG
动力船舶相比使用传统燃料在初期投

入上有所增加， 对广大船东特别是中
小型企业将产生不小的资金压力。 在
市场培育初期， 建议制定 LNG 动力
新建改造船舶专项财政补贴， 鼓励船
东使用 LNG 清洁燃料。

建议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出台
LNG 加注船建造财政补贴、 融资支
持、减税等配套政策，缓解企业建造使
用 LNG 加注船的经营压力； 同时出
台 LNG 加注船关键设备国产化引导
支持政策，推动“国船国造”，不断完
善国际船舶 LNG 加注基础设施，助
力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杨晓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