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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下午

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

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

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

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

任务，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

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

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

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要

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

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要建

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

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

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心系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

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

系。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

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

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

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

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

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

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

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

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

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

10月12日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

英国王储查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 实习记者 安 宁

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有序放开全

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

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

入市场，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当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价格司司长万劲松，价格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彭绍宗出席发布会介绍《通知》

有关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这次改革是

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核心

是真正建立起了‘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

机制。”会上，万劲松如是说。

四项重要改革措施齐推进

据了解，《通知》明确了四项重要改革措

施：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

价。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

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

围内形成上网电价。二是扩大市场交易电

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

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

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

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

受上浮20%限制。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都

进入市场。有序推动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

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

销售电价。对暂未从电力市场直接购电的

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鼓励地

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

性优惠政策。四是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

事业用电价格稳定。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

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

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

供应，保持现行销售电价水平不变。

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

侧上网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均取得

了重要进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已

经有约70%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

市场形成上网电价，约44%的工商业用电

量已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此次

改革明确，推动其余30%的燃煤发电电量

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

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

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

“这样将进一步带动其他类别电源发

电电量进入市场，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

电价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目录销售电价

只保留居民、农业类别，基本实现‘能放尽

放’。”万劲松说。

今年以来，全球能源行业出现新的变

化，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持续走高，部分国家

电力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煤炭、电力供需持

续偏紧，一些地方出现限电限产。万劲松

表示，从当前看，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

“煤电”关系，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从长

远看，将加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市

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发展，促进电力行

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

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将对加快推动发

用电计划改革、售电侧体制改革等电力体

制其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对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此次改革会对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产

生什么影响？对物价水平又将产生怎样的

影响？

彭绍宗表示，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电力供需偏紧

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浮，在

一定程度上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

“但需要分用户类别来看，高耗能企业

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这样就

是要让用电多、能耗高的企业多付费。其

他工商业用户，单位产品生产用电少，用电

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低，市场交易

电价出现一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

增加，但总体有限。”

同时，他介绍，国家发改委考虑到不同

用户的情况，还作了针对性安排：一是各地

根据情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

并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确保平稳

实施。二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

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优

惠。三是继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等

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物价方面，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

强调要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的稳定，对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响。

如果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会在一定程度推高

企业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对工业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有一定推升作用，但

改革措施有利于改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

障企业用电需求，促进企业平稳生产、增加

市场供给，从总体上有利于物价稳定。

“总体来看，此次改革对物价水平的影

响是有限的。”彭绍宗说。

“能跌能涨”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

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

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打

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

完善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可持续发展机制，鼓励各学

段学生积极参赛。坚持政府引导、公

益支持，支持行业企业深化赛事合作。

《意见》明确，要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环境。校内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

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放。鼓励各

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

放一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提升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深入实施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

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做好大学生

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确权、保护等工

作，加快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分配政策。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

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救助机制。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融政策支持。

加大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

支持力度。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做好纳税服务，强化精准支持。鼓励

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原

则对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服务，

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题。引导创新

创业平台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大

学生创业项目早期投资与投智。

（兰 讯）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10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

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

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地球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

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

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

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

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

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第一，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第二，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

治理体系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

设美丽中国

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价格司司长万劲松，价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

彭绍宗介绍《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有关内容，并回答

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深
化
高
校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改
革

加
强
财
税
金
融
政
策
支
持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
关
于
进
一
步
支
持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的
指
导
意
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