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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科研部、经济学教研部和人民日报出版
社共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暨研究
成果发布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副校（院）长李毅、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方江山出席并致辞发言，多位专家学者发
言，研讨会受到与会人员高度评价。
    李毅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为推进高质量
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要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深刻把握新质
生产力理论的系统性，形成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理
论的实践性，充分发挥这一理论对推进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要指导作用。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
要论述，不断深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
更好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贡
献智慧力量。

方江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
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
列明确要求，在全党全国掀起学习贯彻热
潮。在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
产力重要论述过程中，可以在五个方面深
化 理 解 、深 入 把 握 。 一 是 宣 传 阐 释 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具
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二是深刻认识到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
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三是宣传阐释好新质
生产力理论，需要坚持立统并举、坚持因地

制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胸怀天下等原
则。四是坚持完整准确全面宣传阐释好新
质生产力理论。五是需要学界、政界、新闻
界围绕新质生产力设置议题、联合攻关、形
成合力。人民日报将持续关注、报道、解读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研究成果，扎实做好深
入宣传阐释。

在课题介绍及成果发布环节，人民日
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介绍了《经济前沿课：
新质生产力》的选题策划及编辑出版情况，
指出本书具有政治站位高、研究成果扎实、
作者团队专业、内容有深度有广度有创新

等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
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介绍了课题研究的
进程和成果。一是成功立项了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政策
体系和实现路径研究”。二是广泛参加国
家部委和学术机构召开的相关学术和政策
会议，获得对新质生产力很多有价值的深
化认识。三是课题组成员在核心期刊发表
多篇论文。四是出版《经济前沿课：新质生
产力》一书。该书结合国内蓬勃发展的实
践，以专业理论课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下
一步将继续跟进并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争取取
得更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在嘉宾及专家发言环节，习近平经济
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举就“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五个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张旭就“新质生产力是劳动
过程的现代化”，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王进才就“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战略路径”，腾讯研究院副院长王爱民就“在
实践层面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发
表了最新研究观点。经济学教研部教师代
表李鹏、徐杰、郭威、杨振分别从“新质生产

力形成的四个逻辑”“打通束缚科技创新的
堵点卡点”“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等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
陈曙光、副主任洪向华，经济学教研部副主
任许正中分别在不同阶段主持会议。中国
能源汽车传播集团董事长、总编辑谢戎彬，

《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彭国华，《中国经
济周刊》杂志社总编辑武卫政，人民日报出
版社总编辑丁丁，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
任张怡恬，证券时报社编委、北京工作区总
编辑贾壮，人民网财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晓赫，《人民周刊》杂志社总编辑冯旭东
等出席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解放军报、学习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中
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人民论坛、中国经济
周刊、人民网财经研究院、证券时报、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人民周刊等多家报刊记
者编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相关处室人员、经济学教研部全体教师参
加会议。

据介绍，《经济前沿课：新质生产力》一
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
教研部主任赵振华领衔撰写，是 2023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该书深刻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形成机制、提出背景及重大意义，分析
如何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
系、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及面临的机遇
挑战等多方面内容。全书以讲义形式呈
现，共十讲，每讲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联系，
内容深入浅出，可以为关注新质生产力的
广大干部群众提供参考。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经济学教研部和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主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
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暨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

《经济前沿课：新质生产力》一书面市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灿

图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暨研究成果发布会现场。刘后柱/摄

本报讯 全球最大单笔造船订单由中企
拿下！中国船舶集团 4 月 29 日发布消息称，
该公司与卡塔尔能源公司当天在北京举行 18
艘全球最大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运输船项目签约仪式，这标志着中国
LNG 船研发设计建造从大型一举跨入超大型
领域，高端船舶研发设计能力向世界领先目
标迈进。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塔尔
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萨阿德·谢里达·阿尔
卡比表示，这份合同创造了单笔新船订单金
额最高纪录，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此次签约项目中的 27.1万立方米 LNG 运
输船将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自主设
计、建造，总长 344 米，型宽 53.6 米，型深 27.2
米，设计吃水 12 米，是全球最大的 LNG 运输
船。据卡塔尔《半岛报》4月 29日报道，该项目
总价值近 60亿美元。18艘 LNG 运输船中的 8
艘将于 2028 年和 2029 年交付，另外 10 艘将于
2030 年和 2031 年交付。阿尔卡比在 4 月 29 日
的致辞中表示，该批次船舶将支持卡塔尔能源
在北部气田扩大生产能力，满足船队长期的更
新需求。希望卡塔尔能源与中国船舶集团今

后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助力行业可持
续发展。“这一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凸显了中国
和卡塔尔之间不断发展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
领域。”卡塔尔《半岛报》称。

这笔全球最大订单背后是中国造船业的
迅猛崛起。据了解，LNG 运输船是公认的世
界上最难建造的船型之一，是世界造船业三
颗“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去年 11 月，我国国
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命名交
付，标志着中国成为集齐造船业“三颗明珠”，
即可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
大型邮轮的国家。

工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造船
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
持订单量连续 14 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
2023 年全球唯一三大指标实现全面增长的国
家。学术期刊《海洋经济与物流》的一篇文章
指出，在尖端技术涌现和贸易格局重塑的推
动下，现代造船业的中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
亚太地区，中国成为行业领导者之一。

同样作为造船强国的韩国，也注意到中国
与卡塔尔的大单。韩国纽斯频通讯社 4 月 29

日称，虽然在 LNG 运输船领域韩国正构建领
先地位，但有评价认为，中国的追击不容小觑。
韩国《世界日报》4 月 29 日报道称，分析认为，
尽管韩国造船业今年第一季度取得了超出预
期的“惊人业绩”，但难以持续这种有利趋势。
卡塔尔从2019年开始推动LNG运输船的新造
项目，两次共订购了104艘，韩国接到了其中的
92 艘订单。但随着中国造船企业技术竞争力
的迅速增长，预计未来像这样独占 LNG 运输
船等高附加值船舶订单将变得越发困难。

中国船舶行业一位专家此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全球的领先
地位非常稳固，这源自国家政策支持，也得益
于国内造船业已经形成了集群效应，相关产
业链发达，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中国造
船工程学会秘书长王俊利表示，由于中国的
参与，全球船舶的售价有所下降，“这主要靠
的还是技术进步、模式创新”。王俊利还表
示，中国造船的设计水平先进，但在设计软件
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目前有一些国产软
件替代，但使用规模还不大，接下来要重点解
决这一问题。 （陈子帅）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 月上半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51.6
万辆、批发 53.4 万辆，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
26 万辆，批发 26.8 万辆。按此计算，新能源
汽车零售、批发销量在汽车市场的占比分别
为 50.4%、50.2%，双双超过 50%，国内市场新
能源汽车渗透率首次超过 50%。

四年前，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计划在
2025 年实现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 20%，2035
年超 50%。目前来看，这一规划已经提前十
年完成。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石油市场所所
长王利宁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对石油
流通行业影响深远。“根据汽车工业协会发布
的数据，去年新能源汽车对成品油的替代量
已达 1700 万吨。预计今年替代量将达 2000
万吨左右，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王利宁看来，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对
石油流通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结构和
区域结构两方面。

“一方面，目前的发展趋势将加速石油消
费峰值的到来，成品油消费或在 2025 年左右
达峰，石油总体消费将在 2030 年前达峰，且有

可能提前。受影响最大的是汽油消费，达峰
后会很快回落，且没有峰值平台期。” 王利宁
预计。

“在区域影响方面，南方地区的汽油消费
达峰时间将更早、销量下降会更快，而北方地
区的汽油消费达峰时间或相对延后。”王利宁
补充说，“由于汽油需求、达峰时间的南北差
异，‘北油南下’等相关工程布局也会因此产
生变化。”

“新能源汽车数量不断增长并非是导致
成品油市场变化的唯一因素，绿色甲醇、氢
能、氨等绿色能源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也是影
响成品油市场的重要因素。”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教授孙仁金指出。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成品油需求达峰

后，需求下降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石油炼化行
业转型发展和出口政策保障将成为值得思考
的问题。

虽然新能源汽车对成品油市场带来一定
“冲击”，但伴随国家对原油和成品油市场的
进一步规范，成品油消费环境将更加优化，有
助于推动成品油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政
策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短期内，成品油需求
将呈适度增长态势。考虑到国内外经济环境

变化以及能源结构调整，预计今年成品油表
观消费量将继续增长。

同时，汽油需求小幅增长，柴油需求增速
放缓，煤油需求增速回归正常。王利宁表示，
中国汽车市场前景向好，国内汽油需求将小
幅增长。汽车行业的持续发展和私家车数量
的增长，将进一步拉动汽油需求，预计今年汽
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中国石油
流通行业发展蓝皮书（2023—2024）》预测，今
年汽油表观消费量或为 1.5 亿吨，涨幅或达
0.7％左右。

分领域来看，受减排政策等因素影响，
柴油需求增速将放缓。随着清洁能源，特
别是 LNG 等替代能源的使用，柴油在工业
和运输领域的用量将逐渐减少。随着电动
重卡技术成熟和成本下降，以及国家对新
能源汽车的支持，电动重卡的市场占比预
计 将 逐 年 上 升 ，这 将 直 接 影 响 柴 油 需 求 。
预计今年柴油表观消费量为 2.2 亿吨，同比
仅增长约 0.1%。

未来，随着旅游和航空市场复苏，航煤需
求有望逐步增加。“航班数量增加将推动航煤
需求上升，预计今年航煤表观消费量为 3850
万吨，同比增长 12.5%。”王利宁指出。

4月 28日，生态环境部举行 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中
国能源报》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我国空气质量和水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统筹推
进且取得阶段性的良好成效。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期
间，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要素齐全、布局科学合理的
监测网络体系，目前国家直接监测的站点达到 3.3 万个，
监测质效有效提升，技术能力不断增强，监管力度持续加
大，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季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83.6%

今年一季度，全国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均持续改善。从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来看，一季度全
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6.5%，PM10、O3、SO2、NO2 等平均浓度同比
均下降，CO 平均浓度同比持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为 83.6%，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 2.4%，同比下降 0.9个百分点。

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汾渭平原 13
个城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7.2% 和 16.7%，优良
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上升 10.9 和 13.1 个百分点。但长三
角地区 31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上升 12.8%，优良天
数比例同比下降 4.6个百分点。

从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来看，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9.9%，同比上升
0.8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7%，同比上升0.1个百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其中，长江、黄河等主要江河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91.5%，同比上升 1.2%；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5%，同比上升
0.1%。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
监测的201个重点湖（库）中，水质优良湖库比例为82.1%，
同比上升 1.1%；劣Ⅴ类水质湖库比例为 4.5%，同比下降
0.1%，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推动现代化监测体系全面部署

此前，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现代化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施意见》，最近又召开全国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会议，对推动建设现代化监测体系进行全面
部署。

针对生态环境监测工作重点安排，生态环境部新闻
发言人裴晓菲介绍称，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基础，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
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

“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将有力有序、扎
实推进相关部署。”裴晓菲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抓好五个方面
重点工作：加快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监测体系、提升精准分析和
预测能力、提升从山顶到海洋一体化监测能力、提升监测科技支撑能力、提
升监测监管能力。”

裴晓菲进一步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推动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全面
部署，一方面，做好监测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溯源分析，不断完善空气质量
预报工作机制，当好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法宝利器”，像“导航仪”一
样，指引污染治理直达病灶、对症下药。同时，统筹考虑山上山下、地上地
下、岸上水里、城市农村、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的生态环境各要素，全
方位、全地域推进一体化监测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面向降碳、减污、扩绿
等重大业务监测需求，研究提出监测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开展技术攻关，系
统性提升监测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赋能，让监测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耳朵
越来越灵敏、大脑越来越智慧。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创新监管方式方法，组织
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遏制环境监测数据
造假问题，推动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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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能源汽车对成品油替代量达去年新能源汽车对成品油替代量达17001700万吨万吨
■本报记者 渠沛然

中企拿下全球最大单笔造船订单中企拿下全球最大单笔造船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