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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保障能源安全  走稳转型步伐 
 

本报记者  孙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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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21、2022 年之后，今年碳达峰碳中和又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统筹能源安

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我国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通过创新、科技以及市场化手

段实现“双碳”目标？两会期间，多个民主党派中央也将目光聚焦于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言献策，既表明了推动实现绿色发展的积极行动，也彰显了合力建设美丽

中国的信心决心。 

    能源变革护航“双碳”之路 

    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双碳”工作取得良好开局，刚刚过

去的 2022 年，不少地方有力推进减污降碳，交出了“绿色”成绩单。但在民进中央看来，目前

“双碳”工作在制度保障层面仍面临一些挑战，相关立法缺少顶层设计，亟须制定一部综合性基

础性的法律加以统领；相应制度安排仍有短板，需尽快推动建立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为核心

的制度体系；“双碳”工作统筹管理有待加强，协调机制还不健全，责任分工尚不明确，难以形

成合力。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尽快启动“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法”立法进程，为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低碳转型、碳市场有效运行等提供制度保障。优先建立基于效率的约束性指标，并兼顾长期碳

中和导向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及目标体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双碳”工作

的协调管理机制，在制度、人力、执法等方面加强各地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的能力建设。 

    民革中央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完成“双碳”目标与实现碳排放控制的重要途径，对“十

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循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现行碳排放权交易监管还存在

着政府核查能力不足、碳权交易缺少全国标准、多级监管协同性有待提高等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监管能力，民革中央建议，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有序发展、运用数

字技术提升监管水平、完善体系建设强化监管协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能源系统转型的作用尤其重要。 

    民盟中央调研发现，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监管体制机制职能交叉、政出多门，还存在众多监

管协调盲区，能源基本法长期缺位，能源市场体系结构失序，能源立项行政审批烦琐冗长。能源

价格难以由市场形成，行政性管制依然存在，政府干预还有强化之势。 

    对此，民盟中央建议，成立能源综合协调机构，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供给和高质量发展；出台

国家能源法，建立以综合法和单行法为依据，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

章为配套的能源法律体系；完善能源市场准入，允许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各个能源领域；搭建多层

次能源市场化交易平台，逐步建立现代能源期货市场；建立虚拟电厂标准体系，通过虚拟电厂建

立全国电力交易市场平台；深化能源财税改革，尽快择机开征碳税，将开征能源环境税作为中长

期的目标导向。 

    推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融合发展 

    践行“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重头戏”。 

    当前，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与市场化建设正逐步进入深水区，在交易机构建设、中长期市场建

设、现货市场建设与试点运行等方面取得进展，但仍面临着电力商品属性不突出、市场未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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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不同能源的价值，可再生能源如风光能波动大、需要火电补足，分布式能源尚难有效参与电

力市场等问题。 

    “建议深化电力市场体制改革，构建适应于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体制，为节能减排、

绿色低碳夯实机制基础。”致公党中央表示，要还原电力商品属性，理顺市场环境下的电价形成

机制；要完善电力市场功能，尽快建立适应新能源发电特征的超短期日内电力交易市场；要健全

分布式能源交易机制，建立分布式能源集成商代理机制；完善绿电采购制度，与碳交易市场相衔

接，创新绿色电力交易，逐步建立居民绿电采购和碳积分制度。 

    新能源快速发展，既要保障“发得出”，也要保障“送得走”“用得了”。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基地绝大部分都远离城市，因而，必须加快建

设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基地与城市间的电网通道，同时建设好城市配电网。建议提前规划建

设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基地连接主要城市的电力通道。统筹规划建设城市群与周边地区的新型电

力系统，同时，兼顾处理好城市内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衔接与融合。大力推动城市配电网的升

级改造和新建工作，重点提升城市智能配网电力调度运行效能。系统开展城市储能与调峰设施的

规划建设工作。加强智能电网建设，提升电网安全保障水平。 

    民盟中央认为，目前我国数字化技术在电力稳定输送领域应用还存在较多短板。建议聚焦核

心问题，加快科技攻关，以数字化技术提升自动发电控制系统性能，提高电力稳定输送水平。做

好顶层设计，构建电力物联网数字底座，打通源网荷储各环节要素间专业壁垒。强化泛在感知能

力和计算能力建设，建立源网荷储协同应用技术支撑体系。强化电力自主可控保障能力，建设面

向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安全防护体系。 

    可再生能源开发是能源转型关键点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光伏能源逐渐成为能源转型中的主角。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国家及西北六省区相继发布一系列支持政策和发

展规划，光伏装机容量也创造了全球新能源发展史上“现象级”增长。 

    民盟中央在调研中发现，西北地区在光伏产业发展中，存在着电网就地消纳能力不足、分布

式光伏质量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光伏应用场景较为单一、光伏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不全、光伏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