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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强参加第11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近日，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共同主办的第11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该峰会连续11年举办，已经成为我国能源环境领域的重要交流平台之一。本届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能源行业节能和能效提升，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贡献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路及观点。现摘登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王思
强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以飨读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对做
好新时代能源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和资源环境成本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国。能源行业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其能耗占我国全社会能耗总量
的三分之一左右。节能对我国特别是能源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特别是要进一步抓好能
源行业节能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节能工作成就斐然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能源和节能工作，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源发展和节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电源结构持续向结构优化、资源节约化方向发展，形成了水火互济，风、光、核、气、生物质并举的电源结构，多项
指标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节能工作经历了从节能降本、节能增效到节能减排，再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改
革开放初期，节能主要是为了降低能源消耗，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环保及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日益重视，通过节能减排来减少环境污染、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成为节能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节能成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能源行业节能政策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速能效提升，技术创
新促进企业节能取得显著成效，能源开发、生产、加工、转化、储存和输配效率稳步提高。据初步统计，2012年至20
17年，煤炭、电力、石化三个领域累计实现节能量约2.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7.4亿吨，为我国节能工作、推进
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我国节能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能源行业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多管齐下完善政策，规范强化节能管理；推动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加速能效提升；加强技术创新和节能改造，促进企业节能增效。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能效水
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日本的4.4倍、德国的3.7
倍、美国的2.4倍。这一巨大的差距固然有发展阶段以及GDP可比性等因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我国仍要长期坚持
节能优先方针，大幅提高能效，能源行业尤其要进一步加大节能工作力度。

 在持续节能挖潜后，能源行业节能投入的边际效益也在持续下降，节能工作已进入深水区，面临很多新挑战：

 一是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影响先进产能发挥效率；二是分领域节能空间收窄，综合节能技术推广困难；三是行
业节能监管有待加强，企业节能管理有待提高；四是亟待建立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和节能技术供需平台；五是全球减碳
压力加大，海外能效市场“蓝海”亟待开发。

 以节能提效为引领，推动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面对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及绿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必须把节能与提效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节能提效为引
领，推动能源行业发展质量、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升。

 一是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能源行业节能提效。能源行业应以提高发展质量、提升整体效率和增加企业综合效
益为目标，进一步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是最清洁、最经济、最低碳能源的理念，研究制定能源行业节能发展战略，完
善政策体制机制，把节能和能效提升纳入能源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促进我国能源行业由注重保障能力提升向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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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系统效率、效益转变。健全能源生产消费预测预警机制，提高预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国内
、国际能源绿色节能技术发展和长期战略研究，向节能和能效要动力，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

 二是进一步推广跨领域节能技术，促进能源系统节能。创新能源行业节能管理体制，推动能源各领域生产、加工、
转化、储存、输配环节的融合，鼓励推广能源综合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抓紧研究制定电厂、炼厂中低温余热资源回
收用于北方地区冬季取暖或工业园区的支持性政策。运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
升改造传统能源企业，推广煤油共炼等跨领域节能先进技术，发展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智能热网、智能油气管网
，开展电力、热力、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储电、蓄热、蓄冷、储氢相结合的多能互补项目示范，研究区块链技术用
于分布式能源定价和交易的可能性，通过部署研发一系列先进技术，帮助企业持续提高发展效率和效益。

 三是进一步强化节能监管，提升节能管理水平。统筹能源行业节能提效工作，加强能源行业节能和能效管理，提高
能源行业节能工作的系统性、协调性，推动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研究制定与节能“双控”目标相匹配的
能源行业节能监管政策。制定能源行业的能效对标行动计划，制订修订一批符合能源行业节能标准和技术规范，通过
对标达标活动来推动能源企业绿色转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第三方机构在节能监督管理和能效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作
用。

 四是进一步加强能源科技和节能技术推广平台建设，促进供需对接。研究构建市场为导向的能源行业绿色科技创新
体系，打通先进绿色技术创新、研发、示范、推广和应用环节。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
造节能技术采购方与技术供应商、服务商开展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打通电子商务平台与国家信用体系的对接，推动
节能技术和产品交易便利化、规范化。组织行业制定能源行业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并定期对目录实施效果进行评
估。

 五是进一步强化能源国际合作，推动先进节能技术、装备、工程“走出去”。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
智能电网、智能热网、分布式能源系统、电力需求侧响应等前沿能源科技研发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推进“一带一路”重点国家能源合作，鼓励高效清洁燃煤发电、低损耗智能电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先进技术
装备输出到发展中国家，推动与周边国家跨境电力通道节能升级改造，为全球节能低碳和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新时代要求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能源行业节能工作面临新情况、迎来新机遇。做好节能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王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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