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年3月11日

□ 主编：李慧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6012

聚焦提案议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俞培根表示，作为
能源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东方电气集团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切实担负起服
务制造强国战略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使命，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
产业培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新型能源
体系加快建设。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东方电气集团强化科技创
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研发投入，2023
年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1.7%，强度持续保持在
5.5%以上。加强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充分发挥好国
家级、省部级等高水平创新平台作用，加快推动重型
燃气轮机系列化、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先进核电等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开放创新、协同创新，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交流合作，用好全
国重点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等协同创新平台，凝聚科
研力量，打造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

推进传统产业升级。东方电气集团主动适应和
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累
计建成20个数字化车间，集团80%的核心制造车间已
完成数字化改造。两家子企业入选工信部国家级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东智同创”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行
业首批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平台。深入推动以风光
氢储为主的低碳零碳能源装备制造与服务，入选2023
中国工业碳达峰“领跑者”企业。

加快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东方电气
集团强化投资、科研对战新产业的支持带动作用，确
保战新产业营收占比提升3个百分点以上，新生效合
同额同比增长10%以上。聚焦风电、太阳能、氢能、电
力电子、新型储能等领域，制定实施促进战新产业发
展的一系列举措，加快打造能源装备领域新质生产
力，不断提升产业链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前瞻谋
划未来产业，深入开展深地智能钻机技术、光伏纳米
银粉、可控核聚变装备研制等重大攻关，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刘澄谚/整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创新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瑜接受《中国
能源报》记者采访。

中国能源报：2023年，“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
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增幅？

刘静瑜：增幅与行业发展规模、基础相关。在行
业发展初期，规模翻番不是难事。但当产业规模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就不能仅仅关注增数和增幅，不同体

量的发展模式也不同。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锂电池产能过剩问题？
刘静瑜：产能过剩其实是行业对于还未落地的

规划产能过于紧张的结果。大家都怕提出的规划
产能比别人少，但真正能落地的产能可能到不了这
么多。比如，中航锂电2025年规划产能500千瓦时，这
时可能其他企业规划2025年产能600千瓦时。规划产
能总量上去了，但实际落地的产能不一定相匹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盛虹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
副主席（兼）缪汉根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

中国能源报：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缪汉根：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制造业企业来

说，就是要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不能只追求规模
大，也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而是要把创新放在核心
位置，做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中国能源报：盛虹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
缪汉根：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盛虹一手抓新

兴产业发展壮大，围绕国家需要的产品、市场短缺
的产品，加强科技攻关，突破国外垄断，研发生产出
更多高端新材料。

另一只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等新技术去改造提升纺织业，
让传统民生产业更好服务老百姓。

中国能源报：盛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有哪些？
缪汉根：发展新质生产力，盛虹有很多优势，最

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人才优势。我们拥有来自国
内外的近 5000 名科研人才，打造出盛虹“最强大
脑”。我们和科研院所、高校以及行业龙头企业，都
有紧密的合作。比如，牵头组建的国家先进功能纤
维创新中心，聚集了1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
所和高校。另一点是产业链优势。盛虹位于江苏，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产业集群效应越来越
明显。另外，盛虹本身也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有从“一滴油”到“一根丝”的纺织业链条，有从

“一滴油”到“一张膜”的新材料链条，有从“一滴油”
到“一块电池”的化学储能链条等。

中国能源报：盛虹如何做好科技创新？
缪汉根：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
盛虹有一个发展思路，就是“越是难做的产品

越要做”，不做常规产品，不搞重复建设。为此，
盛虹成立了一系列研究院，给人才提供好的平
台，让他们一心一意搞科研。现在，盛虹研发生
产了一批高端材料，广泛应用于光伏、医疗、航空航
天等领域。

比如，光伏用的胶膜材料EVA，盛虹组织研发团
队，经过1000多次试验，最终实现量产，产能全球第
一。今年1月，盛虹又有一个高端新材料项目——
PETG项目投产。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年产能达13

万吨，居全国第一。
中国能源报：盛虹如何推进数转智改？
缪汉根：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成为重要生产

资料和生产工具。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用好数
字技术。盛虹成立了数智化联合创新中心，探索建
设了石化智能工厂，大大减少了人工操作，装置自
控率提高至95%以上。

中国能源报：盛虹如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缪汉根：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盛虹建立

了全链条“绿色、低碳、循环”生产体系，各个业务板
块都建成了国家级“绿色工厂”。

此外，还建设了两条“全球第一”的产业链。一
条是全球石化行业首条负碳产业链，回收生产装置
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作为原料生产出新能源新材
料。盛虹计划以此为开端，最终实现二氧化碳全部
回收利用。另一条是全球首条再生纤维产业链，通
过回收废弃塑料瓶，生产成再生纤维，制成衣服和
鞋子。目前，盛虹的年产能达60万吨，占全球的一
半，可回收利用300多亿个废弃塑料瓶。

中国能源报：下一步，盛虹将如何推进高端化、智
能化和绿色化发展？

缪汉根：盛虹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持续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根据自身优势和
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型工业化作出
贡献。

具体来说，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推进“减油增
化”。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己运行一年多，是国内
单流程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产品七成以上
是化工品，比例全国最高。盛虹将致力于继续这一
比例，研发生产更多的高端新材料，为保障我国材
料自主可控作出贡献。二是建设智能工厂。将继
续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石化炼化、新型
储能、化纤、印染等各个业务板块，探索建设智能工
厂，提高生产效率。三是探索全过程减碳。过去通
过改造生产工艺、建设环保设施等手段，进行了过
程控碳。2023年，盛虹又探索回收利用尾气中的二
氧化碳，生产成新能源材料，实现末端去碳。目前，
石化生产加工仍然通过石油、煤炭或天然气来加
热。接下来，我们要在源头减碳上下功夫。计划利
用海上风力资源，发展海上风电，配套化学储能，来
替代化石能源，实现源头减碳。

全国政协委员 俞培根：

当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
助力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 刘静瑜：

产业规模发展不能只关注增数和增幅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全国人大代表 缪汉根：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本报记者 渠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