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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新能源新兴产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中
的地位与作用

邹才能１，２　李士祥１　熊　波１　刘翰林２　张国生２　杨　智２，３　潘松圻１
吴松涛２　关春晓１　李　婷１　林大朋４

（１．中石油深圳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２．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３．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４．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碳中和共识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能源新兴产业已成为各个国家
发展的重点方向。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新兴产业在主导产业下创新发展，同时孕育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产业。新能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在中国“洁煤、稳油、增气、强新，多能互补、智慧协同”的能源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能源体系在制造能力、基建能力和智慧化能力的推动下，正在由基于地下资源禀赋的现行能源体系走向基于技术创新的新
型能源体系。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能源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技术创新＋双碳目标”前轮牵引、“能源经济＋能源安全”后轮驱动
的“四轮驱动”下，向着新能源引领下箭头向前的新能源“可实现三角”转变，将成功破解一直困扰化石能源领域的“不可能三角”矛
盾，丰富和发展了“能源三角”理论。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驱动、创新联合组建、人才队伍发展和产业链条建设等系列举措，涌现
一批科技领袖，可促进新能源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望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更多回归化工材料属性，奋力实现新能
源“技术独立”，助推中国力争“能源独立”。
关键词：新能源；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新型能源体系；能源转型；能源战略；科技创新；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新能源“可实现三

角”；“能源三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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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自立自强
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中国新能源新兴产业
科技变革与技术引领，将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科技格局发生了重
大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主战场。中国确
立了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
键变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期，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中国有望实现新能源领域的全球
引领。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发布的《２０２３年全球气候
状况》［１］报告显示，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海洋热量
和酸化、海平面上升、南极海洋冰盖和冰川退缩等方面
的记录再次被打破，有些甚至被大幅度刷新。热浪、洪
水、干旱、野火和迅速增强的热带气旋造成的痛苦和混
乱［２３］，使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并造成了数
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４５］。ＷＭＯ这份报告确认，２０２３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比
工业化前的基线高出了（１４５±０１２）℃，接近《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设定的１５℃的下限［６７］。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１０年。加快发展新能源新兴
产业、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迫在眉睫，传统含油气盆
地向碳中和“超级能源盆地”［８］转型刻不容缓。

工业革命的４次跨越，实现了人类文明的４次跨
越：第１次机械化工业革命，科学家掌握了“力量”，开
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蒸汽时代”；第２次电气
化工业革命，科学家掌握了“电力”，电力的广泛应用推
动了生产力加快发展，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第３次信
息化工业革命，科学家掌握了“能量”，“信息时代”助力
了能源的多元化互换；第４次智能化工业革命，科学家
掌握了“智能”，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智慧时代”。新质
生产力内涵丰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３个

特征和“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３个要素，加快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新兴
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将使中国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先机。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由于行业属性导致其前
期投入高、回报周期长。早些年，市场上涌现了很多先
行者，虽然前期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很多仍然倒在
了黎明前。近两年，量变的积累终于实现了质变的突
破，风电、太阳能等产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补贴实现盈
利，行业的“奇点”时刻就此到来。“奇点临近”将大大
改变人类的本质和智力的发展方式，使人类经历深刻
而颠覆性的能力变化，为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新的动力，
甚至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跨越层级式发展的可能［９］。

中国能源工业产业链在新质生产力下正经历着变
革，现已形成完善的煤炭产业链、石油产业链和天然气
产业链，建成了规模巨大的清洁电力产业链，新能源产
业链正在形成和壮大，未来会形成绿氢产业链、地热
产业链、碳工业产业链、可控核聚变产业链等。煤炭
产业、石油产业和天然气产业属于主导产业，升级转
型是其发展方向；绿电产业、绿氢产业等新能源产业
属于新兴产业，需进一步培育壮大；深部地热产业、
碳工业产业和可控核聚变（人造“小太阳”）产业是未
来产业，其中，可控核聚变可能是未来终极能源，要加
快布局发展。

碳工业体系中的“碳”分为黑碳、灰碳和蓝碳［１０］，
未来，碳工业产业链将最大限度移除黑碳、最大限度提
高灰碳规模、最大限度发展蓝碳经济，建成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碳工业产业链。氢工业体系中，按照制氢排
ＣＯ２、埋存ＣＯ２、不排ＣＯ２，可将氢依次划分为灰氢、蓝
氢和绿氢［１１］，目前主要采用煤炭、天然气制氢，新能源
制绿氢是未来发展方向，氢能产业链将逐步实现由化
石燃料制灰氢＋蓝氢，到风光电的绿电制绿氢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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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地下大气田＋地上天然气管网建成天然气工
业，中国未来要像发展天然气工业一样来发展绿氢工
业，在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
等盆地，建成绿氢大基地，地上建成绿氢管网系统，形
成中国“绿氢工业体系”。

全球能源经历了两场革命：①美国黑色页岩油气
革命，是碳基能源的“黑天鹅”事件；②中国风、光、氢、
储新能源革命，是零碳基能源的“灰犀牛”事件。能源
行业的科技革命、市场革命、数字革命和绿色革命加速
了能源转型，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同等重要，能源转型
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能源安全具有科学性、
灵活性和储备性［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碳”）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具体体现。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动油气行业绿色化、
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迎来发展的重
大机遇期。新能源肩负着传统的资源属性，是实现碳
中和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承担着能源转型＋能源
安全＋能源独立＋能源强国的新使命，新资源风光无
限，新能源无限风光。中东地区地下油气资源丰富，中
国地面新能源是“第二个中东”。

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１２］中指
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
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做大做强
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加强管网互联互通，提升‘西
电东送’能力。加强矿产资源规划管控和规模化集约
化开发利用，加快形成一批国家级矿产资源开采和加
工基地。提高水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创新跨地区产业
协作和优化布局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是新能源规模发展的主要抓
手，“十四五”（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规划期间，中国规划建
设七大陆上新能源基地、两大水风光综合基地和五大
海上风电基地［１３］。七大陆上新能源基地包括新疆、黄
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湾、冀北、松辽、黄河下游
绿色能源廊道等；两大水风光综合基地包括川滇黔桂
和藏东南；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重点风电基地包括山
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和北部湾。

中国新能源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力争通
过新能源“技术独立”，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更多回
归化工材料属性，主要依靠本土化新能源实现中国“能
源独立”。能源接续发展，支撑国家强盛，能源从化石
能源到化石能源＋新能源融合，再到风能＋光能＋氢
能＋储能＋智能等，不可再生的有限“碳基”能源越采
越少，可再生的无限“零碳”新能源越用越多，化石能源
支撑中国由能源小国变为能源大国，新能源支撑中国
由“能源强国”力争实现“能源独立”。

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笔者分析了中国新能源新
兴产业在新质生产力中的角色、地位与内涵，研究了新
质生产力对新能源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揭示了在能源转型“四轮驱动”下从化石能源“不可能
三角”向新能源“可实现三角”转变的可能性，提出了新
能源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举措，以期
为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力争实现中国“能源独
立”提供科学指导与技术支撑。

１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新能源新兴产业
的地位

　　新能源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
向，在发展和丰富新质生产力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新能
源为主构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推动中国能源转型升
级和稳健发展。
１１　新质生产力下的能源分类

在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与“双碳”
发展目标下，根据能源属性特征，将其划分为碳基传统
能源与零碳基新能源两大类型（表１）。碳基传统能源
主要有木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零碳基新能源与
碳基传统能源的区别是不含碳、可再生、新技术，主要
有水能、风能、光能、地热能、核能、氢能、海洋能、生物
质能和可控核聚变等。

表１　能源类型与高效利用途径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狀犲狉犵狔狋狔狆犲狊犪狀犱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狆犪狋犺狑犪狔狊

能源分类 能源主要类型 能源高效利用

碳基传统
能源

木材、煤炭、石油、
天然气等

碳基能源＋新能源
融合发展

超级
能源
系统 物理＋化学储能耦合

零碳基
新能源

水能、风能、光能、
地热能、核能、氢能、
海洋能、生物质能、
可控核聚变等 数字＋智慧协同管控

　　新能源概念是指用新技术开发利用的零碳基可再
生能源，由于其具有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储能在新能源
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储能可分为物理储能和
化学储能，不同类型储能为不同新能源应用场景提供
稳定支撑作用，是能源的“粮仓”，是能源的“银行”，是
新能源的“解药”，是新能源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支撑性
成员。天然气以往是原料燃料，目前在新能源系统中
作为最佳伴侣，其灵活的气电调峰功能，可有效支撑新
能源系统规模发展和稳定运行。

能源高效利用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体现，“超级能
源系统”是由碳基传统能源与零碳基新能源融合协同
开发利用的区域性智慧用能系统，其碳基能源＋新能
源融合发展、物理＋化学储能耦合、数字＋智慧协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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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特性充分体现了能源的智慧高效利用及发展。
１２　新质生产力下的能源变革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能源战略和供
需格局已进入深度调整变革期。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
体的清洁低碳、安全稳定、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已成为全世界共识和新一轮能源革命不可逆转的必然
趋势。在“双碳”战略目标下［１４］，新能源新兴产业进入
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将进入提速发展阶段。

世界能源体系经历了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再
到油气时代的演变，正在步入向新能源时代演变的第
３次能源转型阶段。在世界能源发展中，煤炭进入“转
型期”、石油步入“稳定期”、天然气迈入“鼎盛期”、新能
源跨入“黄金期”。１９７０—２０２２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
变化中［１５］，石油和煤炭消费占比从４７％、３０％分别下
降至３２％和２７％，天然气消费占比从１７％上升到
２３％，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６％上升到１８％（图１）。
中国５０余年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表现为：低碳化转型速
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占比下降幅度最为明
显，从８２％下降至５６％，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占比从
１４％和１％分别上升至１８％和９％，非化石能源消费
占比从３％上升到１７％（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０年与２０２２年世界和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演变
犉犻犵．１　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狉犻犿犪狉狔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

狋犺犲狑狅狉犾犱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犻狀１９７０犪狀犱２０２２

　　中国未来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将快速上升，能
源消费结构将由２０２２年的煤炭消费占比大（５６２％），
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消费占比小（分别为１７９％、
８６％、１７３％）的“一大三小”格局，向２０６０年煤炭、石
油、天然气消费占比小（预测分别为５０％、５６％、
９４％），新能源消费占比大（预测为８０％）的“三小一
大”转型［１６１８］。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能源属性具有煤炭资源有限性与高碳性、油气资源短

缺性与不可再生性、新能源无限性与绿色性的“三性”
特征。新质生产力对能源变革路径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来在能源变革发展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传统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将更多回归化工材料属性；新能源技术
将实现革命性突破，建立起低成本经济性、规模供应安
全性、零碳清洁性的新型能源供应体系；碳基传统能源
与零碳基新能源将实现协同融合和智慧管控，创新性
配置形成碳中和“超级能源系统”，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为人类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１３　新兴产业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３日印
发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３５
年）》中［１９］提出，新产业是指应用新技术发展壮大的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对于新兴产业界定的８大领
域，与“十四五”规划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９大领域对
比［１９２２］（表２），无“生物技术”这一领域，其他８大领域
名称完全相同。笔者除在引用２０２３年８月３日之前
相关文件时仍保留用“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术语外，
其余均统一用“新兴产业”这一最新术语。
　　新兴产业主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８个领域。未来产业聚焦元宇宙、脑
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
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和新型储能９个领域［２０］。

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
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
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
效益好的产业［２３］。新兴产业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
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
潜力大、带动能力强和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尚处于成长
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
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２４］。新兴产业是具有全局性、长
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
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资源集约等特
点，也是促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
增长轨道的根本途径。新兴产业没有显性需求，没有
定型的设备、技术、产品及服务，没有参照，没有政策，
没有成熟的上游产业链，标准和业务流程尚有待开发，
先驱企业往往获得先发优势。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及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实现现代化新阶段的背景下，新
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构建国际
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
强国迈进、打造中国智造的重要抓手。通过科技创新
改造提升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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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大幅提升的新质生产力。

在主导产业发展的瓶颈期，通过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形成新的第２增长曲线，新兴产业在主导产业下创
新发展，同时孕育未来产业，未来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
牵引，形成第３增长曲线。新兴产业处于主导产业和
未来产业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中间作用，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产业方向。“主导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是产业体系发展的总
体趋势。
１４　新能源在中国能源战略中的角色／地位

２０２２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为１４４１３×１０８ｔ油

当量［１５］，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的消费占比分别
为２６７３％、３１５７％、２３４９％和１８２０％（表３），世界
能源形成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四分天下”新格
局。２０２２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３７５８×１０８ｔ油当
量，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
５６１７％、１７８８％、８６０％和１７３５％。中国能源结构
处于“三期”叠加时期［１８］：煤炭时代的“过去”未去，煤
炭消费仍高达５６１７％；化石能源时代的“现在”即在，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８２６５％；新
能源时代的“未来”已来，新能源消费占比达１７３５％。
能源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新能源在中国能源战略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２　中国新兴产业相关政策规划及产业领域变化（据文献［１９２２］）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狅犾犻犮狔狆犾犪狀狀犻狀犵犪狀犱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狊犲犮狋狅狉犮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犲犿犲狉犵犻狀犵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犪

发布日期 政策 内容 产业领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

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
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基础
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
业（见第三篇第十章“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７大领域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

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围绕重点领域，优化
政策组合，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
点，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１５％（见第五篇第二十三章“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
能环保、数字创意８大领域

２０２１０３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
目标纲要》

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
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１７％（见第三
篇第九章“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
９大领域

２０２３０８０３
《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
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
（简称《方案》）

见《方案》第四部分第（三）项“全面推进新兴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

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８个领域

见《方案》第四部分第（四）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究”
未来产业：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
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
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
络、新型储能９个领域

表３　２０２２年中国、美国及世界能源构成（据文献［１５］）
犜犪犫犾犲３　犈狀犲狉犵狔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狑狅狉犾犱犻狀２０２２

区域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核电 水电 可再生能源 合计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产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消费量／
１０８ｔ
油当量

世界４４０７
（２９７０）

４５５４
（３１５７）

３４７６
（２４４２）

３３８８
（２３４９）

４１６８
（２８１６）

３８５６
（２６７３）

５７７
（４２５）

５７６
（３９９）

９７１
（６７６）

９６１
（６７３）

９７６
（６７１）

１０７８
（７４８）

１４５７５
（１００）

１４４１３
（１００）

美国　７６０
（３２２４）

　８６３
（３８００）

　８４１
（３６４１）

　７５７
（３２０１）

　２８８
（１２６１）

　２３５
（１１３７）

１７５
（８０２）

１７５
（７９６）

０５７
（２６３）

０５８
（２６１）

１６４
（８１０）

１７９
（８０５）

２２８５
（１００）

２２６７
（１００）

中国１９９
（６０５）

　６７２
（１７８８）

１９０
（５７８）

３２３
（８６０）

２２０２
（６６９７）

２１１１
（５６１７）

０９０
（２７４）

０９０
（２４０）

２９２
（８８８）

２９２
（７７７）

３１５
（９５８）

２７０
（７１８）

３２８８
（１００）

３７５８
（１００）

　注：括号内为资源的占比即百分比。

　　中国能源战略是洁煤、稳油、增气、强新，多能互
补、智慧协同，主要路径是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
源规模化、集中分散协同化、多能管理智慧化的“四
化发展”。煤炭是压舱石能源，石油是战略保持能
源，天然气是最为重要的过渡性能源，风光绿电、核
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可控核聚变等是接替性能

源［１５］（表４），大力发展新能源是出路［２５］。中国已初
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天然气管网、石油管道、电网工
程、储能系统等基础设施，支撑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
主、可再生能源为辅的“资源主导”单向闭环链型现
行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以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
生能源多元供给、“技术主导”跨界融合开放能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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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运行机制为特征，依托制造能力、基建能力和数字
化能力，推动基于地下资源禀赋的现行能源体系走
向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型能源体系（表５）。

表４　中国能源结构特征
犜犪犫犾犲４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能源类型２０２２年一次能
源消费占比／％

２０２２年对外
依存度／％地位／角色 能源战略

煤炭 ５６１７ ６００ 压舱石
石油 １７８８ ７０９０ 战略保持
天然气 ８６０ ４０１０ 最为重要的

战略过渡

洁煤、稳油、
增气、强新，
多能互补、
智慧协同水电 ７７７ 主力接替

核电 ２４０
可再生能源 ７１８

表５　中国能源体系特征
犜犪犫犾犲５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犆犺犻狀犪

分类 特征

现行能源
体系

资源类型：化石能源为
主，可再生能源为辅
体系特征：“资源主导”单
向闭环链型体系

制造能力、基建能力和智
慧化能力推动基于地下
资源禀赋的现行能源体
系走向基于技术创新的
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

体系

资源类型：可再生能源与
不可再生能源多元供给
运行机制：“技术主导”跨
界融合开放能源体系

２　新质生产力对新能源新兴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作用路径

　　新能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下能源发
展要同时具备经济性、安全性和清洁性特征，构建以新
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破解化石能源“不可能三
角”矛盾是新能源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２１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发展趋势

新能源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决
定力量［２６２７］，是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
键领域。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系
统，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
了强大的竞争力，中国已成为世界能源转型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科技发展促进产业发展，产业
产品很好地反映了科技实力。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总结
的新老“三大件”：改革开放前的“手表、缝纫机、自行
车”可称为机械老“三大件”，到改革开放后“冰箱、电视、
洗衣机”可称为电子“三大件”，再到现今“锂电池、光伏
产品、新能源汽车”可称为新能源新“三大件”，很好地体
现了科技发展变化。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２８］，引领
新能源新兴产业体系建设，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聚力
打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第２增长曲线。

新能源新兴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科技创新，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碳中和背景下能源
转型正在全球加速推进，由高碳基能源向低碳基能源
和零碳基能源发展，以“新能源、新电力、新储能、新智
能”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绿色持续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之一，新
质生产力更体现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人类生
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油气主导的能源时
代正在向“油、气、热、电、氢、负碳”新型能源体系演进，
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能源发展的主
要格局［２９］。以保障中国能源供给、低碳化生产为核心
的新兴产业新能源领域是推动中国能源安全转型、产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能源产业进入了
快速发展和高速扩张阶段，科技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
提升，主流技术路线逐步成熟，商业化程度持续提高。

新质生产力要求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
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能源产业，由传统高碳基能源体
系逐步向低碳基、零碳基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经济社会
绿色发展。以“风、光、气、热、氢、储、智”互补一体化为
代表的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未来新型能源体系向着
绿色、经济、科技、智能方向发展。绿电领域，重点开发
新一代钙钛矿等叠层电池、深远海风电综合利用、分布
式智能微电网和虚拟电厂、综合能源管控等关键技术；
绿氢领域，“制、储、运、加、用”全流程部署技术攻关，包
括碱性水、质子交换膜、固体氧化物、阴离子、光催化等
多元化绿氢制取，固态储氢、管道掺氢、纯氢管道储运，
氢气高压加注，绿氢制绿色甲醇、绿氨等绿色化工品关
键技术；绿热领域，重点攻关高效热泵、深部地热勘探
开发、中低温地热发电等关键核心技术；绿储领域，重
点攻关适应极寒地区宽温域电化学储能、地下空间压
缩气体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布局钠离子、黑鳞、液流、
全固态等新型储能技术。气电作为调峰电源在新型能
源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大规模、长时储能技术及智慧
能源柔性控制技术与电力的“发输配用”、多能综合利
用进行深度耦合，支撑未来“风、光、气、储、氢、储、智”
综合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新质生产力格架下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实现更加清
洁、经济、安全、智能的全要素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
是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增长引擎，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能
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水平，加强产业控制力，提高现代产
业竞争力。呈现集成智能化、高效可靠化、规模效益
化、信息技术一体化和多专业协同融合化的总体发展
趋势。
２２　“能源三角”理论

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寓意能源的清洁、廉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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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三者难以共存，新能源新兴产业必须向着破解化石
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的方向发展［３０］。“技术创新＋
双碳目标”前轮牵引、“能源经济＋能源安全”后轮驱动
的能源转型“四轮驱动”，破解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
矛盾已成为可能。新能源具有环境友好的绿色属性，
属于清洁能源；风电、光伏发电和水电等本土化新能源
低廉价格持续规模供应，已具经济性；“多源互补，源网

荷储”智慧性支撑安全稳定性，新能源构建的新型能
源体系已同时具备了安全性、经济性、清洁性３个属
性。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在碳中和能源转型“四
轮驱动”下已发展成为新能源引领下箭头向前的新
能源“可实现三角”（图２），成功破解了一直困扰化石
能源领域的“不可能三角”矛盾，丰富和发展了“能源三
角”理论，有望实现中国“能源独立”［３１］。

图２　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在能源转型“四轮驱动”下向新能源“可实现三角”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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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新能源是未来重要的新兴产业
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十二五”（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规划［２１］中已将新能源领域列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十三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规划［２２］、“十四五”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规划［２０］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由７
大领域变为８大领域再到９大领域，以及在《新产业标
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１９］的新兴产
业８大领域中，新能源领域持续列于发展规划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培育发展”深入到“支持发
展”，再到“发展壮大”［２０２２］，“培育—支持—壮大”体现
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新能源已进入加快发展
的关键时期。

中国新能源技术革命正在加速提前到来，技术革
命性突破将带动新能源革命性发展，新能源技术迭代
加速、成本大幅降低、绿色无碳，形成竞争优势，新能源
工业已由“浪花”发展到目前的“浪潮”，２０２２年中国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７３％。截至２０２３年底，中
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为２９２×１０８ｋＷ，水电、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３类可再生电源的装机占比约为
５０４％，首次超过火电装机占比（４７６％）；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增速每年保持在１０％以
上［３２］；２０２３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３０％，中国新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

以新能源为主构建的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双碳”
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是国家安全和国际

竞争力的有力保障。以新能源、新储能为主构建的安
全稳定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人工智能、大基地、大数
据等所需强大算力的三次能源提供根本能源保障，加
快布局可控核聚变，构建更为稳固的终极能源体系。
新能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和推动
力，同时为其他新兴产业提供了重要的稳定能源供应，
新能源在新兴产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４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新能源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以新能源新兴产业为主构建的新型能源体系，不
仅秉承了新质生产力不局限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
升的特性，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
展，旨在构建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
理念，承担起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引领产业
发展和助推“双碳”目标实现等重大使命。新能源新兴
产业的根本发展路径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
升颠覆性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突破重大科学
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技工程，加快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加快造就一流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和能源与化工创新高地，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实现
更高质量的能源保供与绿色发展。

新能源低成本开发、规模化发展、管理智慧化提
速，是新能源新兴产业支撑下的新型能源体系发展的
主要路径。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为：“绿色＋智慧能源
体系”，以绿电、绿氢、绿热、绿储＋智能微网的“四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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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高效利用与智慧化管
理的能源系统，为人类绿色生活和绿色地球建设提供
绿色动能。全球人口数量从１９５０年约２５亿人增长至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的８０亿人，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增加了１０
亿，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增加了２０亿，预计至２０５０年将达
到９７亿，并预计在２１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将达到近１０４
亿的峰值［３３］，新能源新兴产业构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
安全、经济、绿色支撑全球１００亿人的能源利用与可持
续发展。

３　新能源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主要举措

　　国家政策在新能源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基础支撑环节尚显薄弱、
产业链存在短板、创新能力不够等问题，为更好地把握
发展机遇，需重点开展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驱动、创
新联合组建、人才队伍发展和产业链条建设等系列举
措，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力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
３１　平台建设是创新能力的基础

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新兴产业竞争力逐步增
强，创新平台等基础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以重点实验室、试验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国
家平台建设为抓手，以大科学装置为支撑，统筹国内大
型机构科研资源，形成布局合理、定位清晰、管理科学、
开放共享、多元投入和动态调整的新能源科技创新平
台体系。

聚焦新能源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基础研究、关键技
术攻关和先导试验，布局一批新能源新兴产业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国家项目，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与软件，取得一
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链完整性
和安全性，培育未来全球竞争新优势。
３２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源头

科技创新将引领推动第４次工业革命：科学无尽
前沿，实现０到１的突破；技术无穷力量，实现１到１０
的产业；基业无限长青，实现１０到无穷的发展。科技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头力量。科技可分４大创新类
型，登月式拓荒性创新、革命式颠覆性创新、卡脖式突
破性创新、跨越式开拓性创新，这４大创新推动了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不同层次的发展。中国能源创新突出
“煤炭清洁化工程、稳油和增气工程、新能源提速工程、
绿色与智慧工程”的“四大科创工程”。无论是技术创
新提升生产效率，管理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还是制度创
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质生产力，各方面都需要
以创新为前提和基础。

要强化疯狂性、颠覆性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
顶尖水平，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谋划，在基础科
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颠覆性突破。改革应
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管理方式，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
索、挑战未知。有效平衡创新的灵活性与管理的合规
性，积极培育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制度环境。
３３　创新联合是快速发展的根本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顺畅流动，构建协同化科技创新联合体可促进创新效
率。加强在新能源新兴产业领域有创新优势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行业中央企业、上下游相关企业等单位
组建多层次多维度紧密合作型科技创新联合体。探索
联合攻关、成果共享的有效机制和模式，推进科技开放
合作与创新联合体建设，培育打造新能源新兴产业科
技创新生态圈。

推进国家实验室和全国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以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
为核心，协同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建立科研机构的
有机协同关系，推行跨单位、跨专业联合技术攻关模
式，共同开展产业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与
推广、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等，深入推进“产学研用”一
体化，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充分利用产业资
本、社会资本和金融手段，拓展融资渠道，推进业务链、
创新链、价值链跨界创新和融合提升。
３４　人才队伍是发展壮大的关键

人才在生产力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是科技创新
的重要支撑，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实施创
新型领军人才和重大科技人才培养工程，培育具有全
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探索契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
培养方法，大力培养和使用具有战略潜质的高层次复
合型人才，组建新能源新兴产业团队。

要涌现一批科技领袖，需要具备“有全面系统的宇
宙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有强大的组织整合力”
特质，领导形成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

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
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
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把人才从
制度管理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３４］，加快打造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创新型劳动
者，释放人才聚变效应。
３５　产业链是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

产业链是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实践的最终落脚
点，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完善产业
链生态体系，推动全链条各环节紧密对接，加强产业联



　第６期 邹才能等：新能源新兴产业在推动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与作用 ８９７　　

盟等组织建设，促进协同产业创新。新能源新兴产业
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运用的重要领域。布局新兴产业必须以重
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培育核心产业链
和关键环节，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通过产
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新能源新兴产业是关系中国能源转型、能源安全与
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产业领域，要立足于当下，着眼于
未来，促进鼓励形成产业集群，提升国际竞争力。继续
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组织实施项目孵化、产业
孵化与成长计划，出台发展专项规划，抢占国际科技和
产业领域发展制高点，打造能源强国的新质生产力。

４　结　论
（１）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多重

影响下，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新能源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
布局和发展新能源新兴产业将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先机。

（２）能源分为碳基传统能源、零碳基新能源两大
类型，“超级能源系统”架构下的碳基能源＋新能源融
合发展、物理＋化学储能耦合、数字＋智慧协同管控，
充分体现了能源的智慧高效利用。

（３）新兴产业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
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具有全局性、长远
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并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和资源集约等特点，新兴产业在主导产业下创新发
展，同时孕育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产业
方向，主导产业升级转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
业加快布局是产业总体发展趋势。

（４）新能源是未来重要的新兴产业，在中国“洁煤、
稳油、增气、强新，多能互补、智慧协同”能源战略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已初步形成的天然气管网、石油
管道、电网工程和储能系统等基础设施，支撑形成了以
化石能源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的“资源主导”单向闭环
链型现行能源体系。在制造能力、基建能力和智慧化能
力推动下，正在向以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能源多元供
给、“技术主导”跨界融合开放能源体系运行机制为特
征的，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型能源体系转变。

（５）新质生产力促进了新能源新兴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转型具有“技术创新＋双碳目
标”前轮牵引、“能源经济＋能源安全”后轮驱动的“四
轮驱动”特性，化石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在碳中和能
源转型“四轮驱动”下，已发展成为新能源引领箭头向
前的新能源“可实现三角”，这就成功破解了一直困扰

化石能源领域的“不可能三角”矛盾，丰富和发展了“能
源三角”理论，主要依靠本土化新能源资源，奋力新能
源实现“技术独立”，助力建设“能源强国”，有望实现中
国“能源独立”。

（６）新能源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重
点开展建设创新平台基础能力、驱动科技创新源头发
展、组建创新联合发展根本、培育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打造产业链建设落脚点等系列举措，抢占新兴产业国
际科技和产业领域发展制高点，支撑形成能源强国的
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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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ｄｉ
ｏｘｉｄｅ［Ｊ］．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１）：４３８１．

［４］　邹才能，熊波，薛华庆，等．新能源在碳中和中的地位与作用［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８（２）：４１１４２０．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Ｂｏ，ＸＵ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８（２）：４１１４２０．

［５］　邹才能，熊波，张国生，等．碳中和学［Ｍ］．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０２２．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２２．

［６］　ＩＰＣ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ｆ１．５℃［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００８）［２０２４０３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ｓｒ１５／．

［７］　ＩＲＥＮＡ．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２３：１．５℃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ＡｂｕＤｈａｂ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２０２３．

［８］　邹才能，李士祥，熊波，等．碳中和“超级能源系统”内涵、路径及意
义：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例［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４，５１（４）：１１３．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
ｗａｙ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ＮＷ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４，５１（４）：１１３．

［９］　ＫＵＺＷＥＩＬＲ．Ｔｈｅ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ｓｎｅａｒ：ｗｈｅｎ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２００５．

［１０］　邹才能，吴松涛，杨智，等．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建设碳工业体系的
进展、挑战及意义［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３，５０（１）：１９０２０５．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ＷＵ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Ａ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５０（１）：１９０２０５．

［１１］　邹才能，李建明，张茜，等．氢能工业现状、技术进展、挑战及前景
［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２２，４２（４）：１２０．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ｅｔ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ｎ
ｅｒｇｙ［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２，４２（４）：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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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
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
篇章［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２０２４０４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
ｃｎ／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３ｄ８５２５ｆ５８９ｄ９４ｄ５２９９ｅａ０９ａａ９４ｃｄｃ５３ｄ／ｃ．ｈｔｍｌ．
Ｎｅｗｓ．ｃｎ．Ｘｉｃｈａｉｒ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ｗｅｓｔ
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ｎｅｗｅｒａ［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２０２４０４２４］．ｈｔｔｐｓ：∥ｅｎｇ
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７５７２３ｃ０５１ｆ８ｆ４ｆ２ｂ８６６ｂｅ３１５ｅｂｃ９ｆｄｄ８／ｃ．ｈｔｍｌ．

［１３］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１０２１）［２０２４０４２７］．ｈｔｔｐ：∥ｚｆｘｘｇｋ．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
１０／２１／ｃ＿１３１０６１１１４８．ｈ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ｉｃｅｏｎｉｓｓｕｉｎｇｔｈｅ１４ｔｈ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０２１）［２０２４０４２７］．ｈｔｔｐ：∥ｚｆｘｘｇｋ．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ｃ＿１３１０６１１１４８．ｈｔｍ．

［１４］　丁怡婷．力争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打赢低
碳转型硬仗［Ｎ／ＯＬ］．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２０２４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ｐａ
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ｎｗ．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
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２０２．ｈｔｍ．
ＤＩＮＧＹｉｔｉｎｇ．Ｔｏ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ｐｅａｋ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２０３０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ｂｙ２０６０：ｗ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ｌｏｗｃａｒ
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Ｏ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２０２４０３
２８］．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２０２．ｈｔｍ．

［１５］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３［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０６２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ｏｒ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１６］　邹才能，熊波，李士祥，等．碳中和背景下世界能源转型与中国式
现代化能源革命［Ｊ］．石油科技论坛，２０２４，４３（１）：１１７．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Ｂｏ，ＬＩ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ｃａｒ
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４，４３（１）：１１７．

［１７］　邹才能，张福东，郑德温，等．人工制氢及氢工业在我国“能源自
主”中的战略地位［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１０．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ｄ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Ｄｅｗｅｎ，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ｏｌｅ
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１０．

［１８］　邹才能，马锋，潘松圻，等．世界能源转型革命与绿色智慧能源体
系内涵及路径［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３，５０（３）：６３３６４７．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ＭＡＦｅｎｇ，ＰＡＮＳｏ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５０（３）：６３３６４７．

［１９］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新产业标
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３
０８２２）［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ｈｔｔｐｓ：∥ｙｔｈｘｘｆｂ．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ｙｔｈｚｘｆｗｐｔ／
ｈｌｗｍｈ／ｔｚｇｇ／ｓｂｙｗ／ｄｑｄｚｃｐｙｈｗｚｘｚｓｙｇｇｆｗｐｔ／ａｒｔ／２０２３／ａｒｔ＿８４ｅ９１ｅ０ｂ７１
ａ０４ｂ８７８７９ｃ１ｆｆｄ０ｃｅｂｄｆ１２．ｈｔｍ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ｔｉ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ｉｓｓｕ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ｎｅ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２０２３
２０３５）［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８２２）［２０２４０４２３］．ｈｔｔｐｓ：∥ｙｔｈｘｘｆｂ．
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ｙｔｈｚｘｆｗｐｔ／ｈｌｗｍｈ／ｔｚｇｇ／ｓｂｙｗ／ｄｑｄｚｃｐｙｈｗｚｘｚｓｙｇｇｆ
ｗｐｔ／ａｒｔ／２０２３／ａｒｔ＿８４ｅ９１ｅ０ｂ７１ａ０４ｂ８７８７９ｃ１ｆｆｄ０ｃｅｂｄｆ１２．ｈｔｍｌ．

［２０］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１３）［２０２３１２２６］．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１０３／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２６８１．ｈｔｍ．
Ｎｅｗｓ．ｃ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２０３５［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１３）
［２０２３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１０３／１３／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５９２６８１．ｈｔｍ．

［２１］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２０２４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ｕａｎｔｉ／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２３４２８．ｈｔｍ．
Ｎｅｗｓ．ｃ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１２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２０２４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ｕａｎｔｉ／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２３４２８．ｈｔｍ．

［２２］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１７）［２０２４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３／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５４９９２．ｈ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１．
Ｎｅｗｓ．ｃ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１７）［２０２４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３／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５４９９２．ｈ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１．

［２３］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８）［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０／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７４．ｈｔｍ．
Ｇｏｖ．ｃ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ｓｔｅ
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１０１８）［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
ｔ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０／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７４．ｈｔｍ．

［２４］　中国政府网．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高质量发展［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１２８）［２０２４０４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４４００６．ｈｔｍ．
Ｇｏｖ．ｃ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８）［２０２４０４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１１／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４４００６．ｈｔｍ．

［２５］　邹才能，熊波，薛华庆，等．新能源在碳中和中的地位与作用［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８（２）：４１１４２０．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Ｂｏ，ＸＵ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８（２）：４１１４２０．

［２６］　傅伯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地理科学的历史任务［Ｊ］．科
技导报，２０２０，３８（１３）：１９２４．
ＦＵＢｏｊｉｅ．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３８（１３）：１９２４．

［２７］　丁仲礼．碳中和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１０９）［２０２４
０４０８］．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７ｘＺｏＥ０ｘｆＴＣｖ５ｘＸＪｋＳＥ４ＡＫＡ．
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
ｔｒ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１０９）［２０２４０４０８］．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７ｘＺｏＥ０ｘｆＴＣｖ５ｘＸＪｋＳＥ４ＡＫＡ．

［２８］　新华网．国务院国资委：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６２２）［２０２４０４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
２０２３０６／２２／ｃ＿１１２９７１２３２１．ｈｔｍ．
Ｎｅｗｓ．ｃ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６２２）［２０２４０４
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３０６／２２／ｃ＿１１２９７１２３２１．ｈｔｍ．

［２９］　国家能源局．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２７）［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
ｚｆｘｘｇｋ．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３０２／２７／ｃ＿１３１０７０４７５８．ｈ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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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２７）［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ｚｆｘｘｇｋ．
ｎｅａ．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３０２／２７／ｃ＿１３１０７０４７５８．ｈｔｍ．

［３０］　杜祥琬．能源高质量发展应实现“可能三角”［Ｎ／ＯＬ］．中国能源
报，２０２２０１１７［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ｚｇ
ｎｙ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０１／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８９９２４３．ｈｔｍ．
ＤＵ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ＯＬ］．ＣｈｉｎａＥｎｅｒｇｙ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０１１７
［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ｚｇｎｙｂ／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０１／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８９９２４３．ｈｔｍ．

［３１］　邹才能，潘松圻，赵群．论中国“能源独立”战略的内涵、挑战及
意义［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０，４７（２）：４１６４２６．
Ｚ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ＰＡＮＳｏｎｇｑｉ，ＺＨＡＯＱｕ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７（２）：４１６４２６．

［３２］　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发布２０２３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业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１２６）［２０２４０４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ａ．ｇｏｖ．

ｃｎ／２０２４０１／２６／ｃ＿１３１０７６２２４６．ｈ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ｏｒ
２０２３［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１２６）［２０２４０４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ａ．
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４０１／２６／ｃ＿１３１０７６２２４６．ｈｔｍ．

［３３］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ｕｎ．ｏｒｇ／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４］　蒋永穆，马文武．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培育路径
［Ｎ／ＯＬ］．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４０３１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
ｅｐａｐｅｒ．ｃｓｓｔｏｄａｙ．ｎｅｔ／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ａｄ．ｄｏ？ｍ＝ｉ＆ｉｉｄ＝６７７５＆ｅｉｄ＝
４８５１５＆ｉｄａｔｅ＝１２＿２０２４０３１１．
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ｍｕ，ＭＡＷｅｎｗｕ．Ｄｅｅｐｌｙ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ｎｅ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Ｎ／Ｏ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ｏｄａｙ，２０２４０３１１［２０２４０４０７］．ｈｔｔｐｓ：∥
ｅｐａｐｅｒ．ｃｓｓｔｏｄａｙ．ｎｅｔ／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ａｄ．ｄｏ？ｍ＝ｉ＆ｉｉｄ＝６７７５＆ｅｉｄ＝
４８５１５＆ｉｄａｔｅ＝１２＿２０２４０３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１７　改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２８　编辑　雷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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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学术出版道德公约
　　为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恪守学术出版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保障我国科技事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科协所属各全国学会特郑重发表学术出版道德公约，倡议广大
论文作者、审稿人和编辑出版人员共同遵循：

一、遵守科研活动规范，确保研究成果真实可信
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实验的可重复性；不有意夸大研究成果和学术价值；不向公众传播未经科

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科研成果发表后，要及时将所涉及的实验记录、实验数据等原始数据资料交所在
单位统一管理、留存备查；公布突破性科技成果和重大科研进展应经所在单位同意；推广转化科技成果
不故意夸大技术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不隐瞒技术风险，要经得起同行评、用户用、市场认。

二、恪守出版伦理道德，确保论文撰写诚信规范
不参与任何有损国家利益、违反法律或违背道德的科研活动。不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

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不通过第三方购买、代写、代投论文，以及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论文署名和排序应基于对科研成果的贡献确定，不在无实质学术贡献的论文中“挂名”；导师、科研项目
负责人不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合法权益；不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
得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等资助信息；在引用他人论著时，应遵从合理引用、规范引用的原则，反对友
情互引用、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等情形。

三、严守论文评审要求，确保出版过程客观公正
期刊应按照本刊办刊宗旨和要求，拒绝接收不符合本刊发文范围的稿件。稿件评审专家、评估人

员、期刊编委或编辑等人员要恪守职守，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和办法，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公正开展审
稿工作；不接受或不参加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评审、咨询活动；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破除各种利益
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抵制各种人情稿、关系稿；在稿件评审活动中不委托他人代为评审，主动回避与自
己有利害关系的稿件；不泄露或剽窃所审稿件内容，不利用审稿谋取私利。

四、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确保论文发表真实可靠
所收稿件必须符合我国相关法规及政策要求，坚决抵制一稿多投、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

行为。对已发布的研究成果中确实存在错误和失误的，责任方要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如发现
已发表的论文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严重差错等问题，期刊应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及时通过发布撤稿
声明、更正启事或公开致歉信等方式进行纠正，并通知收录有关论文的数据库予以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