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新时代的步伐，肩

负着新时代赋予的神圣

使命，能源领域的代表委

员们把关注点聚集在了

新能源、新产业、传统能

源产业革新等方面，从精

准扶贫中的渔光互补、农

光互补，到驶入寻常百姓

家的新能源汽车，再到转

型改革、焕发活力的传统

能源，共同为能源革命、

为国家绿色健康发展献

诤言、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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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据国外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宇航局

和美国能源部合作开发出一种只有废

纸篓大小的核反应堆，并称其为“Kilo-

power”，也就是千瓦级太空反应堆。

它能在太空环境中运行，为太空基地

提供电能。

微型核电站开辟
核能太空探索新时代

6版

能源发展编辑部

主任：张 宇

执行主编：焦红霞

新闻热线：（010）56805160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ceeq66@sina.com
网址：www.nationalee.com

能源时评

两会速递

国家绿色健康发展 新能源大有可为
—— 倾听来自全国两会能源领域代表委员的声音

□ 本报记者 李亮子 焦红霞

又是一年全国两会时，代表委员

齐聚京城商国是。

伴随着新时代的步伐，肩负着新

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能源领域的代

表委员们把关注点聚集在了新能源、

新产业、传统能源产业革新等方面，

从精准扶贫中的渔光互补、农光互

补，到驶入寻常百姓家的新能源汽

车，再到转型改革、焕发活力的传统

能源，共同为能源革命、为国家绿色

健康发展献诤言、谋良策。

来，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倾听

来自两会的能源最强音！

让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

在安徽省灵璧县创新推出的国

内第一个光伏扶贫农场内，一排排超

高的光伏板下，玉米结着粗壮的棒

子，辣椒骄傲地露出微笑，圆滚滚的

茄子挺着肥嘟嘟的肚子……这是中

利集团推出的光伏农场，“包县脱贫”

模式早已成为扶贫典范，“光伏+农

业+就业”创新模式也已闻名全国。

光伏产业在精准扶贫中起到的作用

可圈可点。未来，如何提高光伏扶贫

质量？保证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通威

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示，通过调

研发现，当前我国光伏扶贫项目存在

较为零星和分散的问题，导致实施过

程中成本居高不下，运维管理也相对

困难。此外，光伏扶贫工作中普遍存

在重前端建设，轻后期运维，甚至运

维缺位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光伏扶贫融资难、融资贵一直让企业

参与扶贫工作负担沉重。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建议：第

一，要大力发展适度集中化、规模化

的村级扶贫电站；第二，要加强对光

伏扶贫项目建设质量的把控，强化村

级和户用光伏扶贫电站的运维管理，

保障贫困户收益；第三，要加大对光

伏扶贫的金融支持力度，及时到位政

府应承担的项目建设资金。

刘汉元认为，国家应该从体制机

制上给予光伏业更多支持。首先，要

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

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

其次，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

种税费；再次，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

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

谈到补贴缺口问题，全国政协委

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

长南存辉在提案中指出：提高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由目前0.019

元/千瓦时上调至0.03元/千瓦时，并

保证全部电量足额征收；要优化可再

生能源补贴资金发放及报审机制，简

化相应流程，建议改为每季度申报一

次，半年审批公布一次，确保补贴资金

能及时到位，促进行业良性发展。“要

加快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强制考

核办法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

易，以强制配额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消纳水平，促进降低发电成本，弱化

对补贴的依赖性。”南存辉说。

让新能源汽车驶向千家万户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一直是近年

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新能源汽车

充电难、电池回收等问题，两会代表委

员们纷纷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全国

政协委员、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和谊提交了“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助力绿色出行”的提案。

针对当前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场地难寻、扩容难做、协调难办、管

理难服等问题，徐和谊给出四项建

议：一是建议动态规划和布局充电设

施建设蓝图；二是建议设立专门的联

席协调办公机构，协调政府各部门，

推进充电设施建设；三是建议加快充

电运营服务费用规范化及后台结算

系统联通；四是建议对充换电的新业

态给予政策支持，包括场地报批、资

金支持等。

徐和谊表示，目前充电设施供应

商的盈利能力还比较弱，必须通过创

新促进形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营

模式。他建议政府部门对充换电的

新业态给予政策支持，对城区充换电

设施建设用地的审批予以支持，并根

据实际予以资金支持。

对电动车发展同样非常关注的

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江都区郭

村镇张倪村党总支副书记、江苏万顺

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

记周善红。他关注的焦点是电动汽

车电池未来的发展走势。

周善红表示，电动汽车使用的

动力电池存在回收利用法律法规尚

不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尚不健全、回

收技术和工艺水平有待提高、回收

利用成本高、盈利难等问题，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关乎新能源汽车未来的

发展。

为此，周善红建议，首先，要加快

制定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法律法规

制定。对动力蓄电池结构设计、连接

方式、工艺技术、集成安装的标准化

做系统梳理和规定，同时强化对废旧

动力蓄电池回收、运输、储存等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动力蓄

电池编码制度及可追溯体系。

其次，在构建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管理体系方面，要构建规模化、高效

化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体

系，提高消费者对废旧电池回收意

识。回收则遵照有限梯级利用的原

则，对电池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发挥电

池的剩余价值，同时回收具有较高提

取价值的元素，进而形成动力蓄电池

的闭环产业链、资源最大化利用。

让天然气供应更安全平稳

在传统能源领域，天然气供应问

题在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频频登顶

新闻头条。如何让天然气以清洁、高

效的能源利用形式成为能源发展的

主力之一，既要有长期的美好设想，

又要对现实难题未雨绸缪。

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董事局

主席薛光林提案的落脚点就是在发

展天然气战略储备方面。薛光林认

为，天然气战略储备发展相对滞后，

难以保障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特

别是近几年局部地区天然气供应紧

张屡次出现，抓紧建立和发展天然气

战略储备和调峰储备、保障天然气供

应安全和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满足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已经势在必行。

薛光林建议，可参照国家石油战

略储备模式统筹考虑，尽快建成一定

规模的国家天然气战略储备，形成国

家、资源企业、城市燃气企业三级储

备主体，以及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相

结合的天然气储备体系，同时增加储

气规模，形成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储

库系统。同时完善气源供应通道，重

视多方向国外管道气及进口LNG等

多气源“准储备”方式。

另外，薛光林表示，相关部门应尽

快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天然气战略储

备管理模式，比如成立国家天然气储

备中心，负责国家天然气储备基地规

划、建设和管理，承担天然气战略储备

收储、动用任务。尽快建设天然气储

备的相应法规，明确支持政策；并逐步

放开储备调峰设施的建设和投资主

体，鼓励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建设

和投资。同时，利用金融工具，提升战

略储备体系商业化运营管理水平。发

挥储气库的商业和金融功能，逐步放

开价格管制，建成储气服务交易市场

和天然气、期货交易市场。

补 贴 新 规 为 电 动 车“ 跑 起 来 ”提 供 保 障
□ 刘 瑾

近日，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

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的通知》，其中的核心关键词为提标

准、降补贴，同时，充电补贴逐渐转为

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

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新政策出台，体现了国家对新能

源汽车技术进步的鼓励，掌握新能源

电池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竞争力将

充分体现。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长期发展而言，补贴金额下降，补贴

标准提高，将有助行业竞争格局逐步

优化。

自2013年我国出台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以来，借助于政策的刺激和

带动作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飞速增

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生产和消费国。2017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成绩单亮眼。数据显示，

2017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9.4万辆和77.7万辆，同比增长双双

超过5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两

项数据已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当前补贴政策的弊端也日

渐明显。据统计，我国目前电动汽车

制造企业已有近300家，已开发和在研

的车型有近5000种。补贴丰厚，加上

投资门槛较低，吸引了大批投资者投

资新能源汽车产业，造成了一哄而上

的混乱局面。此外，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也容易让车企患上“政策依赖

症”，企业缺乏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

动力，行业容易出现低水平盲目扩张。

新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也

释放了一种信号。面临即将发生的

洗牌，技术升级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出

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在于替代汽

油的“动力”，大容量电池和长续航里

程将成为绕不开的关卡。通过抑制

低水平的非理性投资去弱留强，让新

能源汽车产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与此同时，新政策从对新能源汽

车的补贴逐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

营等环节，为电动汽车“跑起来”提供

了保障，也为相关配套产业带来发展

机遇。

据统计，截至 1 月底，我国公共

充电桩达22.5万个，特来电、国家电

网、星星充电、中国普天在充电桩市

场排名前四位，国家电网的七纵四横

高速城际充电网和特来电、星星的城

市充电网保障了新能源汽车初期的

发展。

然而，重资产、重运营、高回报周

期的行业属性，也必然导致充电桩企

业投入越大、负担越重，这些企业也都

在积极寻找可持续、生态型、创新的商

业模式。由于运营收益是循序渐进

的，但建设投入却是一次性的，在这个

过渡时期，国家为充电设施建设注入

“强心剂”，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产业

的投入产出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补贴逐步退坡会成为新能源汽

车产业迈向市场化的重要拐点。在

政策引导下，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优胜

劣汰已经不可避免。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素报道 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所长刘中民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了该所近年来在探索“洁净能源”领

域获得的重要进展。

刘中民介绍，基础研究方面，“大连

光源”在2017年发出世界上最强的极紫

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为实现能源领域

重大突破提供基础保障。科学家们在分

子反应动力学、单原子催化、纳米催化、

光催化、太阳能电池、分离膜、代谢组学、

生物质转化、二氧化碳转化等领域也取

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在应用研究方面，全球首套“10万

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业示范项目投产

成功并签署全球首套“50万吨/年合成

气制乙醇许可合同”；甲醇制烯烃投产装

置达到12套，新增产值700亿元人民

币/年。该所还与印度DFPCL公司就异

丙醇技术许可项目达成协议，将成套技

术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据了解，研究所分类改革是中科院

“率先行动”计划提出的重大改革发展举

措，旨在积极构建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

系。在去年中科院正式批准筹建的6个创

新研究院中，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依托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筹建。

刘中民表示，该所正在组织中国科

学院“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

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的充分论证，以期

将“创新研究院”与“先导专项”紧密结

合，联合中科院能源领域优势研究力量，

积极推动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申请。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

董事长王寿君3月3日表示，中核集团

与巴基斯坦、阿根廷、沙特、美国、加纳

等国的核电合作已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中国核电正在健步“走出去”。

2017年9月，由中核集团出口建设

的恰希玛核电4号机组竣工，巴基斯坦

恰希玛核电一期工程4台机组全面建

成。去年11月，中核集团与巴基斯坦签

署恰希玛核电5号机组商务合同，将以

华龙一号技术在恰希玛建造1台百万千

瓦级核电机组。

王寿君说，截至目前，中核集团在

巴合作建设的核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已

达463万千瓦，在运装机容量超过130

万千瓦。这有效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

紧张问题，推动了当地经济建设，提升

了民众的生活质量。

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沙特、美国、加

纳的核电合作也取得重大进展。王寿

君说，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

了重水堆和华龙一号总合同；与沙特签

署了铀钍资源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两国

核能全产业链合作。

“加纳微堆高浓铀燃料安全、顺利

从加纳运往中国，中核集团参与的加纳

微堆低浓化项目圆满完成。行波堆中

美合资公司成立，中美两国核能合作迈

入新阶段。”王寿君说。

（余晓洁 高 敬）

“洁净能源”探索
获重要进展

中国核电
正在健步“走出去”

五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创新水

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在砥砺奋进的

五年中，我国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实现了历

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

2017年12月5日，国能新能源汽车生产

启动仪式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举行。图为机

械手在国能新能源汽车焊接流水线上工

作。（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我国科技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创新水平
加速迈加速迈向国际向国际第一方阵第一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