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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例行新

闻发布会，发布 2023 年一季度能源形

势、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等。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

万成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全国

能源消费小幅增长，能源供需总体平

稳，一季度新能源发电量实现两位数

增长。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3.6%
“能源消费持续回升。”董万成说，

去年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全社会用电

基数较低，今年 3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

比增长 5.9%，明显高于前两个月 2.3%

的增速。

据介绍，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 3.6%，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4.4%，对用电增量的贡献率达 78%；天

然气、成品油消费同比增速从 2 月份开

始明显回升；工业用能需求增加，带动

煤炭消费稳步增长。

从能源供应保障来看，一季度原

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5%、2.0%、4.5%。3 月份以来，全国统

调电厂存煤保持在较高水平。记者从

发布会上了解到，据监测，今年前两个

月全国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 24.9%。

“为保障国内能源需求，一季度，我

国能源进口有所增加。”董万成介绍，

其中，煤炭进口同比增长 96.1%；原油进

口同比增长 6.7%；天然气进口同比下降

3.6%，其中前两个月同比下降 9.4%，3

月份同比增长 11.6%。

“五一”假期将至，国家能源局新

闻发言人张星提到，截至今年 3 月底，

全国已有超过 5700 个高速公路服务

区建成超过 1.8 万台充电设施。他提

醒，新能源汽车用户假期出行期间，可

通过充电服务 App 关注充电设施使用

情况，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和“拥

挤”充电场站。

新能源发电量实现
两位数增长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司副司长王大鹏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

以来，国家能源局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持续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重大水电项目和抽水蓄能建设，可再生

能源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

王大鹏谈到，2023年一季度，全国可再生

能源新增装机 4740 万千瓦，同比增长

86.5%，占新增装机的80.3%。其中，常规

水电新增并网121万千瓦，抽水蓄能150

万千瓦，风电新增并网 1040 万千瓦，光

伏发电新增并网 3366万千瓦，生物质发

电新增并网63万千瓦。

据介绍，截至 2023 年一季度，全国

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12.58 亿千瓦，常

规水电装机 3.68亿千瓦，抽水蓄能装机

4699 万千瓦，风电装机 3.76 亿千瓦，光

伏发电装机 4.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

机 4195万千瓦。

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来看，2023年

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594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其中

风电光伏发电量达 3422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7.8%。

对于沙漠、戈壁、荒漠地区的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情况，王大鹏透露，

截至目前，第一批 9705 万千瓦基地项

目已全面开工，项目并网工作正在积极

推进，力争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并网

投产，第二批基地项目已陆续开工建

设，第三批基地项目清单近期已正式印

发实施。

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回升

◎本报记者 刘园园

K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430多家企业建立各类研发机构获得政府助力、兑现

科技扶持资金 6.8 亿元、预排 1500 多套保障性商品房解

决骨干人才住房问题……

4 月 25 日，记者从福建省厦门科学城同安区首届科

技服务节暨未来产业科技成果分享会上了解到，作为集

聚创新资源、推进新兴产业育成重要载体的厦门市科学

城，自今年 3 月启用以来，积极兑现各类政策措施，已有

近 50个“高研值”项目落地，注册入驻各类企业超过 1400

家，为厦门加速打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注入新动能。

大力引进“尖端”科技

分享会当天，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创

新团队一一登台路演，分享其在新材料、新能源电池、高

端工艺装备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北京化工大学丁雪佳教授介绍，团队经多年研发的隐

形矫治膜片材料，有望实现透明牙套隐形矫治器的国产化，

目前正在寻找技术推广伙伴。“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

的合作伙伴，厦门拥有雄厚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希望能在

这里找到契合的企业合作。”他表示，厦门科学城为全国高校

和科研院所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高效的对接平台。

据介绍，此次厦门科学城同安区首届科技服务节将

持续 6 个月，其间将通过成果发布、企业座谈等活动，吸

引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队落地厦门。

“我们能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金字塔塔尖上的水平

和能力。”厦门市科技局局长孔曙光介绍，近年来，厦门大

力推进全面创新，在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等产业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但同时还存在基础研究水平

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能级创新平台不够的短板。为

解决这一问题，厦门谋划建设科学城，集群化布局一批高

能级创新平台和成果孵化转化平台，加快推动一批重点

优质项目落地，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厦门原始创新策源

地、未来产业培育地、创新要素集聚地、绿色智慧新城。

2022年 4月，厦门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厦门科

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推出“对新型研发机构，最高资助

1亿元”“对新增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营收奖励”

“对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研发团队，给予 3%国拨经费奖励”

等一批强有力政策。

“截至目前，我们引进了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并

与全国重点高校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带动了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15 所全国双一流高校的科技成果来到这里

转化。”孔曙光说，厦门科学城已成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来厦创新创业的

“首选地”。

为颠覆性技术提供“试验田”

一系列举措不断催生项目和人才在厦门科学城集聚发展，目前，多个高能级

创新平台对技术创新、人才吸附、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其中，嘉庚创新实验室已部署氢能、燃料电池等 9大项目群 60余项科技攻关

项目，攻克碱性电解水制氢等 20 项关键技术，转化专利 32 项，自主孵化创办 15

家科技型企业；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密度微球及其复合材料研究院”

项目也于近日启动建设，该研究院落地厦门后，将依托中科院理化所一系列核心

知识产权和重大攻关任务成果，围绕低密度微球、浮力材料、储氢材料、轻质工程

材料等领域，在厦门组建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团队，推进实施低密度微球及其复合

材料的中试转化与产业化工作。

“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开放市场比给予其资金支持更重要，未来我们还将在厦

门为新技术、新成果开辟更多应用场景，探索颠覆性技术落地转化试点工作。”厦

门市科技顾问、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理事长李军认为，领先技术进入市场需要

较长的社会接受过程，相比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当前科技创新型企业更需要开放

的市场和相对宽容的容错机制助其迅速拓展，获得认可。

李军表示，未来厦门可发挥国企优势，探索将新技术纳入招投标范围，为前

沿技术成果落地创造更多“试验田”。

厦
门
科
学
城
：
﹃
高
研
值
﹄
项
目
加
速
转
化

◎本报记者 符晓波

K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看招看招

科技日报讯（付菁 记者何星辉）贵

阳贵安，贵在人才。4月 26日，2023年

“人才日”系列活动在贵阳贵安各地拉开

帷幕。随着人才兴市战略的深入实施，

贵阳贵安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人才“引、

育、用、留”四大工程，奋力推动人才大汇

聚。截至2022年底，贵阳贵安人才资源

总量超123万人，是10年前的2.5倍。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人才日”活动将陆续在贵阳

贵安举行。贵阳高新区将举行“人才

趣集市”、专家人才研修、书记专家人

才走访服务座谈等活动；贵安新区将

发布人才集聚十条措施，着力强化人

才分类、人才卡、人才房、户籍等政策

供给；贵阳综保区针对各类专家人才

开展座谈交流、走访慰问、参观培训等

活动，大力营造吸引人才、尊重人才、

关心人才的浓厚氛围……

据悉，去年贵阳市人才吸引力在

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 16 位，创新能力

指数在全国 97 个创新型城市中排名

第 25位，贵阳贵安新增人才总量 10万

人以上，14 个人才领衔项目获得政府

基金投资 7.83 亿元，兑现人才薪酬补

贴、安家费等支持资金 1123.8万元，落

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补贴 1.04

亿元，筹集人才房 1.6万套。

贵阳贵安人才总量超过123万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

员祁玉金）4 月 24 日 17 时 50 分许，宁

夏腾格里沙漠 3GW 新能源基地光伏

项目一期工程顺利结束 24 小时试运

行，这标志着全国首个备案并开工的

“沙戈荒”光伏电站正式建成投运。

该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

桥镇，规划容量 300 万千瓦，总投资超

150 亿元，是国家“沙戈荒”基地中首

个备案并开工的光伏治沙发电项目。

项目投产后，将接入沙坡头 750 千伏

变电站，并入宁夏电网发电，年发电量

可 达 57.8 亿 千 瓦 时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19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66 万

吨、二氧化硫排放 3.39万吨、氮氧化物

排放 5万吨。

为做好项目入网准备，国网宁夏

超高压公司在沙坡头变电站新建了

330 千伏坡腾Ⅰ线间隔，根据项目建

设进度统筹协调、科学施工、倒排工

期，耗时 3 个月完成站内间隔土建施

工和设备验收，确保扩建工作在线路

引流接入变电站前顺利竣工，为项目

并网夯实电网侧基础。

“沙戈荒”是沙漠、戈壁和荒漠的

统称。数据显示，我国荒漠化土地面

积 261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27%，呈一条弧形带分布于西北、华北

和东北地区，主要位于内蒙古、新疆、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 6省区。

据悉，为让项目尽快投运，自 4 月

21 日以来，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组织

5 名操作人员，历经两天两夜顺利完

成坡腾Ⅰ线充电试运行的近 700 条倒

闸操作指令，确保光伏电站安全可靠

并入电网。

首个备案“沙戈荒”光伏电站在宁夏投运

4月 27日，多地举行技能比武活动，建设者们一展身手，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日，在江苏南京华贸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代表在中建三局浙江公司组织的“技能
大比武”活动中参加钢筋绑扎、焊接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世界首座半潜储卸油生产平台“深

海一号”能源站、3000 米级水深作业能

力的“奋进号”半潜式钻井平台……一众

“响当当”的大国重器，为我国走向深海

大洋、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坚实的装备

和技术基础。“我国已经构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海洋石油工业体系，成功建立了

深水油气装备体系、深水工程技术体系、

深水工程配套技术体系。”4月26日—27

日，在中国工程院、中国海油联合举办的

深海能源开发重大装备海南院士行活动

研讨会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首席科学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玉洪如此感慨。

从近海浅水向深海
超深水跨越

我国海洋能源开发已历经 40 余

年，自 2003 年以来，基本建成海洋 1500

米水深级油气田开发工程技术体系。

随着荔湾 3-1、陵水 17-2、流花 16-2等

油气田开发项目顺利完成，我国深海油

气年产量已达千万吨，最大作业水深达

到 1560米。

“近期我国首个深水高温高压气田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开始全面施工作

业，中国海油深水全球化油气勘探开发

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

变。”谢玉洪说。

目前全球在开发深水油气田水深

纪录为 2973 米，深水半潜式生产平台、

TLP（张力腿平台）等深水浮式平台运

行在全球各大海域，FLNG（浮式液化

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水下压缩机等

新型深海开发利器相继投用，深远海油

气开发范围不断拓展，深海技术和装备

竞争的态势依旧严峻。

“我国深远海油气资源量虽然丰

富，但目前探明程度还很低。”对于我国

深海油气开发进一步发展方向，中国工

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周

守为认为，“未来应在适合深远海气田

独立开发的 FLNG、适合深远海油田的

超深水 FPSO（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深远海保障基地等的工程应用上作出

更大努力。”

“可利用可拓展回接距离的水下压

缩机等装备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开发范

围，进一步提升深远海开发装备产业链

韧性，积极推动单点系泊系统、FLNG

液化系统等关键核心设备的国产化研

制。”周守为说。

低碳转型背景下深
化协同合作新篇章

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破解能源需求

刚性增长和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

今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加快

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

方案》，要求以油气产业为基础加强新

能源新材料新业务开发利用，统筹推进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与海上风电建设，通

过海上风电与油气田区域电力系统互

补供电模式，积极有序开发漂浮式风

电，为深远海油气平台输送绿色电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表示，深水油

气工程技术覆盖漂浮式风电 70%以上

的技术范畴，能够有力推动漂浮式风电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漂浮式风电提供新

的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是漂浮式风电商

业化的重要支撑。

今年 4 月初，我国第一个工作海域

距离海岸线 100 公里以上、水深超过

100 米的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

澜号”已抵达海南文昌海域进行安装调

试，投产后计划将服役 25 年，为周边的

油气平台提供绿色电力。

“未来，我国海上能源开发进入多

能协同开发新阶段，深海油气与深远海

风电的融合开发将成为重要的发展方

向。”陈勇说。

向深海能源进军，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深海能源开发重大装备海南院士行活动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祝华
通 讯 员 王君傲 刘一斌

（上接第一版）
碗里有卤蛋曾是螺蛳粉高配的象

征，而加工卤蛋过程中保持蛋体完整及

卤制均匀却一直是一个大难题。广西

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姚汉霖介

绍，螺霸王公司经技改推出柳州第一台

“晃动卤鹌鹑蛋机”，最大程度保证蛋体

的完整性以及卤制的均匀度。

依托科技创新，螺蛳粉企业在差异化

发展之路上持续发力，潜心研发各种口感

螺蛳粉——酸辣口味酸爽怡人、腐竹口味

软糯绵柔、螺肉口味鲜香诱人、牛肉口味Q

弹美味，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创新提升消费

在长沙，同样风靡的还有茶颜悦色

出品的茶，奶茶甜而不腻，纯茶郁而不

浓。科技日报记者观察到，茶颜悦色已

经成为长沙城的文化 IP，带动了一座城

市的消费力，而且还在不断创新，以期

通过“新茶饮”不断拓宽粉丝年龄段。

2022 年 8 月，茶颜悦色尝试打造

“鸳央咖啡”。茶颜悦色创始人吕良介

绍，9 年前，他们用“中茶西做”的方式，

开启了中国茶饮的“新打开方式”。这

次他们希望用“一片东方树叶”，去解锁

西式咖啡的“新饮法”，因此有了咖啡中

融入茶叶、冰博克、生椰乳的全新碰撞。

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美洲产区

的巴西新世界……精品咖啡豆通过茶

颜悦色做茶的基因，“链接”咖啡市场，

根据茶和咖啡的特性搭配，打破西式咖

啡的刻板印象。

不管是奶茶还是螺蛳粉，依靠创

新，这些网红食品满足了消费新需求，

释放出消费新活力。

走进柳州市鱼峰区工业园区柳州

螺蛳粉产业园的生产车间，自动化、智

能化、数据化的工业生产线尽收眼底，

一袋袋螺蛳粉和配料从这里不断下线。

广西螺状元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清石说，目前厂区的生产设

备，自动化程度已经达到 80%。下一

步，将使用机器臂、机器人等智能化设

备，促进螺蛳粉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整个产业园有 26 家螺蛳粉

生产企业，产销量约占全柳州产销量的

60%。”鱼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飞龙说。

不计其数的外地人到柳州吃螺蛳

粉，而越来越多的袋装螺蛳粉成为消费

者餐桌上的新宠。2022年，柳州螺蛳粉

全产业链销售收入600.7亿元，同比增长

19.8%。未来，柳州螺蛳粉产业还将加快

集群打造，向着千亿元目标迈进。

网 红 食 品 里 的“ 创 新 味 ”

（上接第一版）
“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

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

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

新的竞争高地，企业在数字中国建设创新

体系中应该也必须占主导地位。”陈左宁

表示，“根植于最有活力的市场，数字信息

技术可以迸发出很大的创新性。”

“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在2025

年预计超越50%，从互联网2G时代的门

户网站，到 3G 时代的社交软件，再到

4G、5G时代视频产业的大爆发，如今由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又

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张勇说，“新一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根本性地改变各

行各业的产业实践和运行方式。”

为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相里斌强调，要积极支持企业牵头、高

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打造产业延伸融合的技术创新平

台，贯穿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技术攻

关，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围绕国家需求积

极攻坚，引领新一轮数字化智能化研究

新征程。

推动数据安全流通和共享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数字经济有一

个新的特征——它是数据驱动的。而中

国是全球第一个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

行战略谋划的政府。”余晓晖表示。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已经快速

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

的各个环节。“数据要素有序释放是数

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数据资源共

享开放、流通交易、开放利用和安全保

护是决定数字中国建设成败的关键，也

是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

战。”陈左宁直言。

在她看来，释放数字价值的根本动

力是数据的流通和共享，它绝不能被简

单类比为传统商品的流通共享，其核心

保障是开放环境下共享数据的安全，这

是一大难题，“需要数据所有者、使用者

和管理者之间的协调。我们要构建以

内生式的数据安全体系实现共享、计

算、监管与安全的体系化融合”。

“数字中国的建设需要技术领先的

安全能力来保障。”中国电子董事长曾

毅同样强调，在网信领域，安全往往依

靠技术的绝对领先才有可能实现，当前

我国在信息安全技术上尚存差距，而网

络安全的形势又越发紧迫，因此，在激

发数据活力、激荡数字经济的同时，安

全题是必答题。

（科技日报福州4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