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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 武俊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
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
质生产力。
    当新能源新材料与新质生产力相遇，
会迸发出怎样的热情和力量？

盛 夏时节，“暖城”鄂尔多斯绿潮奔
涌、繁花似锦。7 月 19 日至 27 日，由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鄂尔多斯市人
民政府和自治区工信厅、能源局承办的
2024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系列活动在
鄂尔多斯市举行。千余名嘉宾——国内
有关院士、知名学者、新能源相关国际组
织负责人及国内外行业协会负责人，新
能源新材料领域知名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负责人，济济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
襄行业盛举。

■■聚焦新质生产力  呈现多项创新

当前，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进程加
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和本质要求。

本次大会以“新质生产力 经济新动
能”为主题，旨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
产力的丰富内涵，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新动能和着力点，全力构建新能源、新
材料全产业链，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着力构筑多能互补、多业并进、多点支
撑、多元发展的能源产业格局。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是全球新能
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风向标、行业风向
标、创新风向标。与上届世界能源大会相
比，本届大会有多项创新。大会以“一会
一展两发布两赛事三分会”为主体框架，
先后举办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展、暖城杯·
2024（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鄂尔多斯
挑战赛和 2024 氢能“专精特新”创业大赛
两大赛事，2024 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发展
大会、新能源及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大
会、煤基新材料分会等活动，发布新能源
新材料领域重大科技成果以及胡润中国
新能源潜力企业、胡润中国新材料企业
百强榜单。

本次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展精彩纷呈、
备受关注，堪称一场行业前沿科技盛宴。
展览展示面积 2 万平方米，设置了国际合
作、智能智造、科技创新、技术成果、高端
技术及内蒙古自治区能源成就展、内蒙古
12 盟市展团、智能网联动态展示等多个展
区，集中展示了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的创新
实力和发展成就，风、光、氢、储、车五大产
业全链条以及煤基新材料最新研发成果
和应用场景，国际国内头部企业在前沿领
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吸
引了壳牌、美孚、西门子、栗田等全球 500
强外资企业，华能、大唐、华电、国电投、
三峡、中石油、国家能源等实力雄厚的央
国企，晶澳、隆基、远景、华为等头部企业
参展。

着眼培育新质生产力，大会重磅发布
了《风—光—储—冷—热—电一体化“零
碳”机场项目》《以氢能为枢纽的低碳/零碳
智慧园区构建关键技术》《硅碳负极宏量
制备技术》《纳米碳氢燃料技术》《费托合
成α—烯烃分离提纯技术》《生物质制航煤
关键技术》《新型相变材料储能技术》等七
项重大科技成果，是鄂尔多斯多个研究
院、鄂尔多斯本土企业与鄂尔多斯市深度
合作的创新联合体原始创新、集成创新、
开放创新的集中展示。

大会邀请中国石化联合会、隆基绿
能、远景科技等团体和企业负责人深入
交流，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新
能源新材料项目落地实施，积极对接国内
外优质企业和项目资源，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合作交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快速发展。

大会充分体现了新能源新材料行业
国际合作的深化。邀请全球新能源新材
料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包括国际机构组织
负责人、外籍院士、专家，以及巴斯夫、陶
氏化学、三井化学等世界 500 强及跨国企

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等多位外方代表与会，
促进国际技术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自治
区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和国际影响力。

大会也为各方提供了供需对接、技术
交流和项目洽谈的良好契机，进一步推动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实现产业互补互促
发展，促进形成多元产业链生态，为推动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聚焦产业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

在主旨发言、论坛和圆桌会议等各个
环节，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高屋建瓴，共同
探讨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之路，为加
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能源革命成为
科学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必然。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在主旨发言中
指出，从 2011 年到 2040 年，我们瞄准推
动我国新能源全方位革命，探索产学研
全 新 模 式 与 零 碳 系 统 解 决 方 案 。 2030
年，中国将迎来新能源革命的爆发期，光
伏装机有望超过 30 亿千瓦。从 2025 年
起，中国将进入各种新能源新技术系统
整合和协同发展新阶段，既包括五大单
项新能源核心技术、四大集成式智慧能
源系统、三大主流电力灵活性技术，也包
括电池储能、绿色氢能、自我能源加倍数
三个板块。

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就新时代国家
能源资源供应链安全战略发表了看法。
进入新时代，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
传统化石能源转型升级和传统产业绿色
高效低碳发展，积极推动各行业向绿色
化、高端化、经济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推
动行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
2023 年我国石油化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15.95 万亿元，全年原油天
然气总产量 4.16 亿吨，原油产量连续 5 年
保持增长，天然气连续 7 年年增百亿立方
米以上，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
等几大类矿物产品总量达到 2930 万吨，
实现可替代原油增量超过 1.2 亿元。煤炭
高效转化和清洁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为保
证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产
业结构调整方面，化工新材料成为增长最
快、技术最新的领域之一。2023 年，我国
化工新的产能达到 4900 万吨，产量超过
3600 万吨，产值超过 1.37 万亿元。在新能
源材料方面，2023 年我国正极材料制造量
240 万吨，同比增长 31%，负极材料出货量

171 万吨，同比增长 19.76%。电子业出货
量 114 万吨，同比增长 27.7%。我国正负
极材料锂电池电解液和隔膜占全球比重
已超过 70%，新能源材料的快速增长正在
成为中国石化行业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
级的新赛道和新的增长领域。鄂尔多斯
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化工基地，具有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不仅是新能源改造提升传统煤矿产业的
潜力巨大，而且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潜力
更大。

产品碳足迹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
角色，给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和挑战。远景
智能零碳产品首席科学家邱林表示，早在
2011 年，全球就出现了光伏组件的贸易壁
垒。比如法国要求我国所有出口到法国
的光伏组件，都要提供碳足迹评估报告、
LC 报告，同时对碳足迹高低好坏进行评
级，评级结果进入产品的投标活动。欧盟
电池新规也为中国动力电池出海设置门
槛。有挑战就有机遇，我们可以继续做
很多工作。首先要发挥研发规模优势。
在鄂尔多斯，已经打造了全球首个零碳
产业园。在绿色生产制造过程中，大比
例使用绿电，会减少电池生产制造过程
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在大比例提供绿电
直供生产的情况下，“零碳绿码”和现在欧
盟新规下电池护照非常相似，借此把产业
链 的 信 息 流 、物 质 流 、能 量 流 整 合 在 一
起，便于追溯产业链能耗信息、技术信息，
值得不断推动这个模式、复制这个模式，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加入到产业园区。
此外，要打造中国的本土市场。

作为大会的重要分
会场之一，新能源及能
源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
于 27 日上午盛大开幕。
此次大会由鄂尔多斯市
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
区能源局联合主办，鄂
尔多斯市能源局承办，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中国能源经济
研 究 院 内 蒙 古 分 院 协
办，中国能源报作为特
别支持单位。

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武强以《我国能源
战 略 形 势 若 干 问 题 探
讨》为题发表了主旨演
讲，深入剖析了我国能
源战略所面临的形势与
挑战，为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提供了宏观视角和
深刻的战略思考。中国
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王中林作了《纳米
发电机：从高熵能源到新质生产力》的演
讲。他首先分析了“双碳”背景下我国的
电力能源结构，展示了未来纳米发电取
代化石能源的可能性，介绍了 TENG 从

“0—1”的原创发明以及 TENG 的应用领
域和国际影响。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
作组织驻会副主席刘泽洪以《电—氢—碳
协同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火电绿色
转型》为题发表演讲，提出了电—氢—碳
协同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思路，
为能源转型提供了富有创新性的方案，为
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描绘了新蓝图。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王富强围绕

《新形势下加快新能源发展路径探讨》这
一主题，进一步探讨了新能源发展的路径
与挑战，为行业内外提供了富有洞察力和
实践价值的宝贵建议，为新能源产业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南京工业大学柔性
电子未来技术学院院长陈永华作了《钙钛
矿光伏技术——引领能源变革的新质生
产力》的演讲。他指出，光伏技术是加快
能源结构转型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以光伏
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逐渐成为实现“双
碳”目标的主力军，而钙钛矿光伏因性能
优异、成本低廉等突出特点，已成为国家
光伏产业重要的推进方向。同时，亟待开
发大面积钙钛矿组件制造技术。

在圆桌对话环节，来自业界、学界的
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
心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
外籍院士、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
刘志强，国际科学技术院院士、中国石油

大学教授王志章，工学博士、国际科学院
院士朱维群，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理事
长杨树勇，隆基绿能亚欧总部总裁姚丰，
多位嘉宾分享了各自领域内的最新研究
成果与实践经验。

■■聚焦能源资源  建设产业高地

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连续在鄂尔
多斯举办，推动鄂尔多斯向世界新能源新
材料产业高地进发。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新篇章的意见》，为内蒙古能源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2023 年，内蒙古实现煤炭保供量及外
送量、电力总装机及新增装机、新能源总
装机及新增装机等“10 个全国第一”，保障
了 29个省份能源需求。

开幕式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主席杨进在致辞时表示， 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
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内
蒙古是一座能源“宝库”，依托资源优势，
紧跟时代步伐，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做好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章”，全力以赴构
筑现代能源体系。热忱欢迎各位院士专
家，把前瞻目光投放到内蒙古，把创新事
业布局到内蒙古，把研究成果转化到内蒙
古，让更多的“科技之花”在内蒙古结出丰
硕的“产业之果”；真诚期盼各位企业家朋
友，到内蒙古落子布局、投资兴业，扎根草
原、花开世界。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局长于海宇在
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内蒙古充分发挥“头
上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优
势，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大
力发展新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
地。去年，全区新能源装机规模新增 3141
万千瓦，一年新增装机规模相当于过去几
十年累计装机规模的一半，实现了新能源
装机、发电量、外送量“3 个全国第一”。今
年 3 月，自治区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装机
规模突破 1 亿千瓦的省区。目前，新能源
装机占电力总装机比重达 45.7%，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比重达 26.3%。

于海宇表示，今年是“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 10 周年。自治
区将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新能源产业、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新型电力系统和新能源
供给体系，持续优化新能源规划、布局、政
策，加快推进沙戈荒大基地、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等项目建设，确保并
网新能源规模 4000 万千瓦，提前一年实现
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目标。
深入实施科技“突围”工程，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价值链“五链”融
合，重点在风光氢储领域培育以高技术、
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能源新质生产
力。坚持一手抓新能源开发建设，一手抓
新能源装备制造、运维服务等关联配套产
业发展，加快建设以呼包鄂通为重点的国
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努力在新能源
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

中国能源看内蒙古，内蒙古能源看鄂
尔多斯。

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汇良在
开幕式致辞中表示，鄂尔多斯是国家重要
能源基地，在能源领域闯新路、作贡献，是
必须肩负的“国之大者”，也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全力做好以新能源
为代表的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一是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供给
保障“大基地”，二是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
业发展“新高地”，三是打造传统能源产业
改造升级“示范地”，四是打造全国领先能
源技术创新“策源地”。当前，鄂尔多斯正
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闯新路、进前
列，亟待新能源、新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壮大。鄂尔多斯诚挚邀请大家携手“暖
城”，向“新”而行，以“质”致远，共同答好
新质生产力的能源考卷。

图为会议期间嘉宾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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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月19日—27日，2024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等系列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图为 7月 27日，2024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平行论坛——新能源及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顺利召开。

图为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