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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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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全球

能源格局、气候治理演进、中国“双碳”目标的底层逻辑等维度论述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变革性意义。

通过系统回顾中国能源体系发展脉络，探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内涵逻辑。基于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国情，

明确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从转型攻坚、加速成型到完善巩固“三步走”的阶段特征及实现路径，并由此展

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能源转型图景。（参 20）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型能源体系；碳中和；能源转型；能源安全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41（2023）09-0961-07

DOI： 10.6047/j.issn.1000-8241.2023.09.001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a new energy system from a Chinese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WANG Zhen, LI Boshu, LIA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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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tag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ergy system has become a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erein, the necessity and transformativ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new 

energy system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lobal energy pattern,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hina’s “double carbon” goal. Meanwhile, the intensional logic to construct the new energy system was explored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energy system. Beside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eps” to accelerat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nergy system from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ed formation to perf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as 

well as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were clarified under China’s national context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hus, it 

managed to provide an energy transformation vision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20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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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1]。其中“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一

全新部署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能源发展规律，不

仅清晰指明了能源行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

的新使命和新任务，而且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

期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蓝图，也是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

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性与构建方法、目前中国已

具备哪些基础、亟待解决的阶段性难题等问题是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亟待回答的首要问题，也将成为未来一

段时期各界需要反复摸索和持续论证的重大议题。

1　新型能源体系的战略需求 

1.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源产业的新挑战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在全球展开，地缘政治、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脆弱的宏观经济、日益增长的通胀及气候危机等

引文：王震，李博抒，梁栋.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研究[J]. 油气储运，2023，42（9）：9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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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23, 42(9): 9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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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有

西方学者描述为“乌卡”时代。乌卡（VUCA），即易

变 性（Volatility）、不 确 定 性（Uncertainty）、复 杂 性

（Complexity）及模糊性（Ambiguity），这些因素凸显出

人们对当前及未来世界特征的展望。在新一轮能源体

系转换的过程中，全球面临 4 大全新挑战。

1.1.1　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峻挑战

当前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脱胎于 1944 年的布雷

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构

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迅速参与国际分工，以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力的“世界第三波后发

现代化”进程促使国际力量出现变数[2]。全球经济实

力“东升西降”与传统治理格局的不匹配构成当前全

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矛盾。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正

进入复苏轨道，但产业链重构、通胀高企等因素使全球

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1.1.2　地缘政治危机加速破坏全球化体系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由美国政治学

者格雷厄姆 ·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3]，用来说

明新兴强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挑战与遏制的潜在冲突关

系，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铁律”。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的第三轮全球化，促进全球供应链贸易专业化程度

不断加深，促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

收入国家的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

经济体获得较大优势，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美国等发

达国家愈发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狭义的国际气候俱乐

部、绿色贸易壁垒正是西方大国扭曲心态的最新例证。

随着大国矛盾和全球治理的挑战近期均呈现上升趋

势，全球治理进入新一轮的深度转型与重塑周期，导致

主要国家很难于迫在眉睫的能源与气候等全球性议题

上展开有效合作，逆全球化持续深入，进一步影响脆弱

的世界经济。

1.1.3　能源贸易流向变为政治主导

2022 年开始，乌克兰危机下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

态势显著加速，能源成为美国、欧洲、俄罗斯及中东斡

旋博弈的重要筹码，政治主导下的全球油气贸易格局

进入深度调整期[4]，油气在兼具商品、金融、政治等多重

属性外，又平添了道德和制裁标签。在“政治正确”的

裹挟下，俄罗斯成为继伊朗、委内瑞拉之后第 3 个遭受

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产油国。欧盟追随美国对俄启

动多轮能源制裁，并提出在 2027 年全面摆脱对俄罗斯

能源的依赖[5]。贸易流向由“逆时针”转向“顺时针”

的改变导致既有油气供应链模式的重构，一是美国、非

洲到欧洲油气供应链扩容，欧洲油气“脱俄倚美”；二是

俄罗斯到东亚、南亚的油气供应链扩容，俄罗斯油气出

口“转东向南”，亚太与欧洲供应来源转换[6]。

1.1.4　能源安全上升到新高度

虽然世界各国在后《巴黎协定》时代对于能源转

型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共识与日俱增，但随之而来的世

纪疫情发酵、地缘政治冲突、能源供应紧张及价格暴涨

等因素吞噬了全球多年发展成果，再一次证明了能源

三元悖论（亦称能源不可能三角），迫使许多政府对其

能源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简单的能源安全预案在不确

定时代越来越难以维系[7]。能源安全的内涵不再局限

于石油供应和价格安全，而是拓展到确保普遍获得可

负担、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演变成为体系性、全方

位安全，并具备应对不确定性、提升抗冲击能力与恢复

能力的韧性特征[8]。在全球气候危机下，能源安全韧

性治理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

1.2　围绕碳中和的气候治理与中国因应

根据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科学证据，地球逐渐变

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变暖具有持续时间长、

波及范围广，并持续加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有效应

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9]。

1.2.1　曲折中发展的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变化议题始于科学技术发现，以及缓慢增长

的对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科学认知。1824 年法国著名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约瑟夫 · 傅立叶（Joseph Fourier）最

早证明了温室效应理论的存在。但限于科技水平、社

会动荡等影响，后续科学家们的研究只停留在科学假

说层面。1979 年《查尼报告》（Charney Report）问世，

预测“CO2 浓度加倍将令全球温度升高 1.5～4.5 ℃”，

成为科学界向政界提交的第一份官方文件，标志着以

“全球变暖”为核心讨论的气候议题开始上升至政治

问题视角，直接促成联合国 1988 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9]。在 IPCC 等组织持续呼吁下，1990 年

联合国大会有关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谈判启动，

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拉开序幕。

迄今已 33 年历程的全球气候治理，是在曲折中艰

难探索、不断发展起来的，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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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方面：①治理架构不断完善。相比其他领域的

全球治理结构，全球气候治理的架构是最系统完整的体

系之一，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框架

下的《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以下

简称《协定》）为核心内容，覆盖全球多区域、国家、次国

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多元治理网络，还经受住了美

国退出、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的冲击，展现出较强的制

度韧性[10]。②各国减排责任的确定原则不断进步。《协

定》将《京都议定书》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建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目标分摊模式改为“自下而

上”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模式，各国减排行动首次被纳入一个有一定法律

约束力的统一框架中，奠定了世界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

格局。③治理目标不断明确。《协定》明确提出“保 2 ℃

争 1.5 ℃”的温升控制目标，取代了过去用大气温室气

体浓度来表征温室效应，使治理目标更易于理解并方

便测量。④治理理念不断丰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

动从谈判初期被普遍视为一个责任和成本分摊的过程

逐渐升级成当今被更多视为共担、共商、共建、共享并

存的新模式与新思路。中国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变在国

际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2.2　中国“双碳”行动的多维解读

碳达峰碳中和首先是个气候问题。人为增加的温

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带来海面上升、沙

漠扩大、气候极端等多重问题，这基本成为科学上的共

识。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展现出面向以气候变化为

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在人类历史进程亟需发展范式

革命之际的历史担当与庄严承诺，没有在累积与人均

历史排放量等问题上做纠结。在能源领域，推进“双

碳”工作的本质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化石能源的颠

覆性替代，将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底座整体

平移至非化石能源，也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能源安全

等突出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的迫切需要。

碳达峰碳中和从来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与

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资本、意识形态等不同领域

高频互动、交织嵌套。目前，约 140 个国家（覆盖全球

91％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主动做出在 21 世纪中叶甚至

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战略承诺，纷纷将碳中和实践视

为提升国际影响、增强国家竞争能力、推动绿色发展的

重要抓手。短期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实践成为当前世

界各国利益的最大汇合点，有助于把握住化解气候危

机的“关键窗口”；但长期来看，各国在减排路径、责任

划分、技术积累、资金投入等方面的认知与行动差异[11]

会加剧相关国家间的国际话语权及发展空间竞争，大

国博弈色彩愈发明显，如模糊碳排放权分配来转嫁减

碳责任、设计碳交易机制来设置贸易壁垒、利用新能源

科技和产业补贴布局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等。气候

变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问题[12]，碳中和正

在快速拓展气候问题的经济和政治维度，尤其是当

气候问题的跨区域、跨世代外部性被发达国家零和

博弈的竞争性思维所遮蔽时，必将引发新一轮全球

博弈和失衡。

对中国而言，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外是重建

全球新规则的战略新机遇，对内则促进经济创新高质

量发展，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战略考量，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战略基点与内在需要。

 
2　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逻辑 

2.1　能源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内涵

能源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动力支

撑，能源体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概念。纵观人类历史

进程，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技术进步的驱动，能源体

系的系统性、全局性变革最终体现为“能源革命”[13]，迄

今已经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油气时代 3次能源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对能源

体系发展越来越重视[14]，“十一 ·五”规划提出“构筑稳

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十二 ·五”规划

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

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十三 ·五”规划写入

“建设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十四 ·五”

规划单独设置“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一节，提出“推进能

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

源供给保障能力”；2022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将现代

能源体系建设正式定为能源发展的国家规划。

新型能源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能源新概

念，不仅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升

华，更是对新时代能源发展提出的新指引和新要求，相

比以往，更具有根本性、系统性、导向性。首先，新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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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体系既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也是

实现“双碳”目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其谋划的全方

位能源安全还是总体国家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性。其次，新型能源体系

是对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继承和深化，侧重于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阶段转变而统筹“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内部

及相互间各项任务协调的系统性，更加重视能源产供

储销体系的协同完善。最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过程

将是一个由传统的、高排放的、供需错位的化石能源供

给为主，逐步走向新型的、绿色清洁的、集中式与分布

式并存的低碳能源供给为主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由

“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市场主导”转变

的过程，能源行业发展将根本性重塑，体现了党中央对

能源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和导向作用，更加突出各种

能源品种的协同互补。最终，中国能源技术创新体系

成熟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实现智能化、灵活化升级。传

统能源企业与新能源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深度融合

将出现更多参与主体，导致能源行业边界更加模糊。

能源品种的边界也将更加模糊，多样化的用能需求将

导致能源产品出现更多的排列组合，综合终端能源产

品集或将成为未来能源企业的重要选择。

2.2　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基础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

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从

消费端看，2022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54.1×108 t 标

准煤，比上年增长 2.9％[15]。从生产端看，中国目前是

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第六大石油生产国，第四大天

然气生产国。通常所说的“富煤贫油少气”实际并不

能准确描述中国能源现状，面临的主要挑战其实是国

内生产的油气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已多年分别在 70％、40％以上，风险敞口

过大引发担忧，能源安全韧性明显不足。中国新型能

源体系建设基础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能源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但碳中和挑战依然

巨大。2022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增至 17.4％，比

2021 年提高 0.8％。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稳居世界

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球的 34％以上。其中，

风电机组零部件及整机产量已经占据全球 50％以上

的市场份额，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超过 70％的组

件。发达经济体碳排放普遍已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

和约有 40～70 年过渡期，中国则承诺仅用 30 年时间

完成全球最高的碳强度降幅，要比欧美克服更多挑战、

付出更大努力。

（2）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显著

进步，但引领颠覆性技术偏少。可再生能源、煤炭深加

工、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清洁高效煤电、第三代核电、主

流储能产业发展总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百年大变

局的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先进能

源产业链回流。技术进步是能源体系变革的重要驱动

力，相比而言，中国能源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偏

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亟需催生能源新技术、新业态，

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氢、新型储能及能源

数字化智慧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3）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但深层次

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

思路，经过多年努力，能源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体制

机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竞争性环节业务和价格有序

放开，政府管理职能得以进一步转变，着力还原能源商

品属性，努力营造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制度环境。但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市场准入障碍尚未彻底消除、能

源价格形成机制仍未完全到位、法治与监管体系亟待

完善调整等深层次体制矛盾依然突出。

2.3　新型能源体系的现实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作为站在新的百年奋斗征程上能源

行业的理论性、纲领性阐述，是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而诞生的面向更长远历史维度的战略愿景，具有十

分鲜明的现实意义[16]：①新型能源体系是保证国家能

源安全的坚实屏障。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油气对外

依存度过高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稳定性和能源安全的突

出短板。②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

性工程。构建更加多元、清洁、低碳、可持续的新型能

源体系成为能源产业实现战略性、整体性转型的当务

之急。③新型能源体系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治理的重要落脚点。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既是中国履行

节能减排责任、实现减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为

助力全球气候治理、节能减排工作提供的重要示范及

公共产品，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争取全球节能减排、气候

治理话语权。④新型能源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支撑。在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中，能源革命占据重要的支

柱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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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新型能源体系
路径的构建 

3.1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基本原则 

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

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系统认识新型能源体系的理论

框架，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

（1）新型能源体系要满足巨大规模人口的能源需

求。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必须立足中国人口数量超过发

达国家总和这一基本事实，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同时

推进供给保障建设。一是获得满足中国人口规模需要

的能源资源量；二是在保证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基

础上降低人均能耗，实现对能源消耗总量的有效控制。

（2）新型能源体系要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愿

景。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必须建立在平衡的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上，既要让市场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又要让政府

对民生保障托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型能源体

系提出的极具中国特征的建设要求。

（3）新型能源体系要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

神追求。节约与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基础，也是

新型能源体系得以优化运转的大前提。从精神文明建

设的角度让每一个人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内涵，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精神追求。

（4）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一

是巨大的传统化石能源存量要求必须先立后破，优先推

进以煤电行业为代表的存量化石能源行业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发展；二是控制新建化石能源项目，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项目，通过不断扩大增量的方式，逐渐稀释化

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继而实现稳步替代。

（5）新型能源体系要打造开放合作新格局。能源

独立不是闭关锁国，能源合作也不是加深依赖，新型能

源体系的构建要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既立足国内资源禀赋

走中国式的能源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契机，也要让技术和资源同步走出去、引进来，

将能源资源紧紧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让能源成为

深化全球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

（6）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应始终将能源安全放在首

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

在自己手里”，能源安全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

是对能源安全的理解不应狭隘，不能简单理解为能源

供给的范围必须都在国土以内，更主要的还是提高对

能源的控制力。

（7）新型能源体系要兼顾韧性与可持续性。能源

转型与能源韧性应相辅相成，不仅保持持续增长，还能

在受冲击后快速恢复，提升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17]。

解决韧性问题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3.2　加快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关键抓手

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

型能源体系具有 3 方面核心要义：①首要是确保能源

安全。面对中国能源敞口消费风险，建立能源安全

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与打断机制，从总体国家安全

观出发，实现能源安全保障核心能力的系统性增强。

②关键是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中国能

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创造条件实现能耗“双

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统筹发展和减排，统筹能源

安全和转型。③核心是节能减排增汇。节约能源资

源，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持续优化产业与用能结构；

加快技术固碳、生态固碳应用和产业推广。

（1）坚持战略思维，锚定新型能源体系愿景。在能

源治理实践中，信心非常重要。有了共同愿景，才更容

易在能源安全治理中实现系统韧性。需要不断根据当

前发展阶段，持续完善调整能源战略，让锚定的愿景越

来越清晰。

（2）坚持辩证思维，客观认识传统能源作用。形

成能源安全韧性的大前提是能源体系不会被巨大冲击

“击穿”。如果缺少一定的兜底，能源体系遇到冲击后

将彻底瘫痪，无法恢复。基于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炭

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具有兜底作用，不可简单化盲目“退

煤”。预计到 2060 年，中国石油需求仍达 2×108 t，天

然气需求 4 100×108 m3，天然气发电对不稳定的可再

生能源发电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18]。

（3）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开拓绿色低碳领域。美国

的页岩油气革命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矿权制

度、技术创新与资源禀赋都密不可分，但最为重要的是

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机会的创新创业精神。打造

能源安全韧性，同样需要坚持创新思维。能源科技创

新是各能源强国竞争的主战场，也是确保能源产业链、

特别是绿色低碳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举措。

（4）坚持系统理念，持续提升能源治理能力。深化

能源体制改革，打破基于传统能源建立的能源治理体

系，建立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行业发展模式，深入推

王震，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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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

断上升、能源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能源产出国与消费国

实力此消彼长，这些新变化要求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

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3.3　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路线图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

需要循序渐进推进落实。锚定国家“双碳”目标，基于

中国资源禀赋等内外部环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可分

为 3 个阶段，实行“三步走”的发展路径。

（1）转型攻坚期。从当前至 2035 年，新型能源体系

框架基本建立。碳排放越过峰值平台期，总体呈下降趋

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19]，化石能源仍将

扮演基础能源角色，同时加大融入新能源产业的步伐。

终端用能领域电气化水平逐步提升至 35％左右，推动

形成绿色低碳、高效节能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2）加速成型期。从 2035 年至 2050 年，新型能源

体系基本建成。碳排放稳中有序下降，能源消费总量

达峰并稳中有降，非化石能源占比增至 60％以上。用

电需求在 2045 年前后达到饱和[18，20]，全社会各领域电

能替代广泛普及，电气化率提高至 45％左右。煤电在

逐步减弱的过程中，与气电协同扮演重要调峰功能，储

能市场需求显著增长，新型电力系统总体形成。碳汇

与碳交易市场蓬勃发展，“数字化+”的能源技术体系

将逐渐成熟，CCUS 等负碳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

（3）完善巩固期。从 2050 年至 2060 年，新型能源

体系建设全面成熟。化石能源转变为原料与补充备用

能源，碳基新材料技术体系基本形成，未来很可能诞生

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单项冠军企业。以新

能源为电量供给主体的电力资源与其他二次能源融合

利用，助力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成熟完善，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超过 80％，支撑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4　结论及建议 

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和能源战略深刻调整，能源安

全风险与日俱增，能源行业正经历全方位挑战及变化。

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危机，加快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也已成为全球共识和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必然趋

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确保能源安全”，是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遵循。当前中国正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意义重大，既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也面临突出难题。应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

立后破、通盘谋划，采取转型攻坚、加速成型、完善巩固

“三步走”发展路径，构建高效低廉、绿色低碳、安全韧

性的能源体系，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高质量能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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