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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展

“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划》）近

日发布，要求到 2020 年，安徽省

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折标煤约

800 万吨，发电量 260 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 11%。

《规划》指出，目前，可再生

能源整体上对政策扶持和度电

补贴的依赖度较强，随着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逐步调低，企业投资意

愿和能力有下降趋势，需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竞

争机制进一步降低发电成本。

《规划》鼓励采用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光伏+”模式建设店面

光伏电站，大力推广工业厂房和公共建筑等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另

外，重点支持滩涂、平原、低丘地区风电开发，探索建设就近介入、就

地消纳的分散式风电项目，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光伏发电与风力发

电装机规模分别达到 800万千瓦、260万千瓦。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地热能资源勘查评估，在资源条件优越

和建筑用能需求旺盛地区推广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到 2020 年，浅

层地热供暖制冷面积达到 4800万平方米。

据悉，“十三五”期间，安徽省计划可再生能源投资 1000 亿元左

右，实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5.5%，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 1760万千瓦，占全省发电总装机 23%。

安徽
2020年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260亿千瓦时

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依赖于深海关键技术与

装备能力的提升，而由于高压、低温、高温等极端

环境条件的限制，深海技术与装备一直是国际海

洋工程技术研究的难点和最前沿，也是制约我国

实施深海战略的关键技术瓶颈。

任平告诉记者，深海潜水器是发展深海技术

的引擎和集成平台，也是开展深海科学研究、资源

开发的重要支撑，相关技术的进步将促进深海装

备配套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

开展潜水器谱系化工程，这是《规划》提出的

重要目标。“十三五”，我国将通过《深海技术与装

备》专项的实施，形成 3—5 个国际前沿优势技术

方向、10 个以上核心装备系列产品，满足我国在

深海领域的重大需求、为形成我国自主的深海产

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具体来说，包括开展深海空间站研制；全海

深（最大工作深度 11000 米）潜水器研制及深海

前沿关键技术研究，争取在“十三五”实现万米

下潜；深海通用配套技术及 1000—7000 米级潜

水器作业及应用能力示范；深远海核动力平台

关键技术研发。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我国将形成

深海运载、探测装备谱系化和配套能力，提升深海

作业支持能力以及深水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方面

的自主技术能力，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技术装备研

发，带动整个国家装备制造能力的进步。

“十三五”有望实现万米下潜

“海洋高技术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任平说，本世纪以来，在国家连续 3个五年计

划的支持下，我国的海洋科学和技术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然而，在日趋激烈的海洋资源的争夺中，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亟待提高，特别是深海资

源开发能力。

比如，在海洋油气开发方面，我国仍以 300米

以浅的海洋油气开发为主，尚未系统掌握深水油

气勘探开发技术，大量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

术与设备不得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

我国进军海外深水油气的重要瓶颈。在南极磷虾

资源调查、捕捞、深度加工等诸多技术方面，我国

形成可燃冰开采试验能力

时隔两年，参与《“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制定的上海交通大学任平研究员终于盼来了“十三

五”海洋科技发展顶层设计正式面世。日前，《规划》由科技部、国

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

“海洋科技创新是提高海洋实力的战略支撑，是海洋强国建设

的核心任务。”任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十三五”是落实建设海洋

强国重大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规划》在深入

分析世界海洋科技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查找制约我国海洋科技

创新的主要因素，在若干领域布局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进一

步建设完善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我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一周新政未来未来55年年，，
海洋科技海洋科技““划重点划重点””
本报记者 陈 瑜

近日，宁夏自治区财政下达

专项资金 1000万元，支持实施科

技扶贫指导员项目。

为调动全社会参与脱贫攻

坚 的 积 极 性 ，加 快 贫 困 村 脱 贫

致 富 步 伐 ，2012 年 自 治 区 选 派

百名左右科技扶贫指导员到中

南部地区贫困村开展科技扶贫

工作(简称“百人团”)。“百人团”分别从全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涉农事业单位及市县科技系统选拔了 100 名科技人员，与中南部

山区 10 个县（区）的 100 个重点贫困村建立“一对一”的结对帮扶

关系。

此次，科技扶贫指导员项目资金分为科技项目资金、科技补贴资

金。科技项目资金用于科技扶贫指导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项

目研究开发、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和培训服务等基本研发费；补贴资

金专项用于科技扶贫指导员驻村工作、交通及生活补贴，每人每年补

助标准为 1.08万元。

宁夏
1000万元支持
科技扶贫指导员项目

与挪威、日本等国仍有至少 20—30年的差距。目

前国际海底矿产资源活动重点逐步由资源勘探向

开发过渡，而我国尚不具备海底资源规模化开采

技术。此外，生物基因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海保护区建设等与资源有关的热点问题都

需要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此，《规划》提出实施深水能源、矿产资源精

细勘探与试采技术工程示范，实现核心技术和装

备国产化，全面提升海洋资源自主开发能力，为海

洋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比如,开展海洋油气工程新概念、新技术研

究，开发深水油气勘探核心技术和工程装备，结

合“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专项，形成

1500 米到 3000 米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

开展海洋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成矿机理以及安

全开采等基础问题研究，开发精确勘探和钻采

试验技术与装备，形成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又称

可燃冰）开采试验能力；开展大洋矿产成矿机理

与分布规律等科学问题研究，开发高效勘探核

心技术研究及深海采矿系统设计，研制集矿与

输送装备，完成 1000 米海深集矿、输送等技术海

上试验。

该人士认为，《规划》一大亮点是，提出重点建

设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和海洋技术创新平台，优化

海洋科技创新基地布局。

如今我国深海探测与作业技术实现重大进

展，在深海耐压舱、深海浮力材料、深海推进器、深

海液压控制、深海通信与定位技术、深海机械手等

方面均取得了突破，取得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海马”号 4500米级遥控潜水器、“海燕”号深海滑

翔机等一批重大成果。预计到“十三五”末，我国

将是国际上拥有最多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的国家。

在上述人士看来，这给管理者提出的新命题

是如何通过共享机制实现资源最优化及高效应

用，实现大型深海探测装备共享。

《规划》同时提出，要建立资源共享的机制，建立

海洋科学观测数据、海洋微生物菌种/基因等资源的

共享制度，推动科学观测、技术研发、产业培育、海洋

管理等环节的相互融合，建立强有力海洋科技任务

的一体化实施体系，建立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

改革方案相适应、与海洋事业发展的重大工程紧密

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科研产出效率。

该人士表示，与陆地相比，海洋相关数据获取

更难、成本更高，正因为如此，共享才显得更为必

要。“比如美国的海洋科技创新之所以领先，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了有效的共享机制。”

实现大型深海探测装备共享

在中国大洋在中国大洋 3838航次第二航段航次第二航段，“，“蛟龙蛟龙””号布放入水号布放入水，，准备探索南准备探索南
海中部的珍贝海山海中部的珍贝海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刘诗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