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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建 成 以 新 能 源 为 主 体 的 能 源 供 给 体 系 ， 需

要协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输送能力、消纳能力和调峰能

力，对电力市场结构和政策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

于新能源项目通常布局在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的地

区 ， 不 仅 远 离 能 源 消 费 中 心 ， 本 地 消 纳 能 力 也 非 常 有

限，另外还面临火电和水电等调峰资源的客观约束。为

顺应更高比例新能源的接入需要，内蒙古在优化电价机

制、补贴政策和市场准入规则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

支撑存在一定挑战。

内蒙古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选择

能 源 新 质 生 产 力 是 正 在 不 断 演 进 的 能 源 革 命 的 产

物，也必然要从能源的生产和应用中获得形成生产力的

动力。内蒙古加强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保持能源

优势生产力的领先地位、保障能源产业的优势地位，就

要 顺 应 能 源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趋 势 补 齐 内 蒙 古 能 源 领 域 短

板。按照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内涵与实践要求打通发

展堵点，根据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激发创新，并

将 这 些 创 新 成 果 应 用 到 能 源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实 践 和 发 展

中，不断提高能源领域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培育

出有利于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加快补齐短板，推动能源产业链系统化建设

进 一 步 发 挥 内 蒙 古 能 源 生 产 力 集 聚 、 生 产 种 类 齐

全、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土地和新能源开发

要素供给空间辽阔等综合优势，提高内蒙古能源输出能

力体系，增强与能源消纳场景的网络化链接。促进能源

产输储消系统化建设，推动产业链由生产型向综合性发

展，鼓励能源总部、研发中心、中试基地、维修服务中

心 、 数 据 中 心 向 内 蒙 古 集 聚 ， 补 齐 能 源 产 业 链 薄 弱 环

节 ， 建 成 以 内 蒙 古 本 地 化 能 源 生 产 为 基 础 ， 传 输 、 存

储、消纳与区内外重点区域网络化链接，绿电与传统能

源数智化融合的全产业链现代能源体系。以全产业链的

生产实际需求，为能源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及时发现能

源未来产业的培育方向，在持续为内蒙古能源产业链发

展 优 势 赋 能 的 过 程 中 ， 形 成 内 蒙 古 能 源 产 业 的 领 先 优

势，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注入内蒙古能源产业。

（二）加强系统建设，促进能源供应链本地化集聚

巩 固 内 蒙 古 能 源 产 业 链 既 有 的 生 产 优 势 和 正 在 拓

展 的 “ 绿 电 ” 消 纳 基 础 体 系 ， 加 大 对 “ 零 碳 园 区 ” 、

“数智化基地”建设的引导和鼓励，释放能源产业大型

企业占比较高的市场主体对新质生产力的吸引力。围绕

清洁能源生产和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服务供给，汇集新

材料、能源装备制造、能源产输储消数智化赋能、以及

各环节延伸制造，发挥内蒙古能源供给优势和绿电消纳

政策优势，增强内蒙古绿色园区、零碳园区建设对能源

供应链生产主体的吸引力，调整内蒙古能源、重化工等

耗能产业结构，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为能源供应链释放

更为宽松的用能政策空间。同时，依托能源产业链、供

应链的链主企业，通过资本化、市场化要素组合措施，

提 高 为 企 业 提 供 社 会 服 务 的 质 量 ，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增强在内蒙古的链主企业吸纳供应商就近生产的积

极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耦合水平，通过促进产业融

合，为壮大能源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现未来产业提

供更为优厚的土壤。

（三）坚持因地制宜，加强能源创新链网络化建设

打 通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堵 点 ， 需 要 在 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领域梳理新的观念，按照围绕产业链供

应链配置创新链的总体原则，构建遵从能源科学技术研

究以及能源科技创新的运行规律，适宜内蒙古社会经济

发展现实条件，适应我国能源科技创新力量既有布局，

满足科技创新人员职业规划与生活品质需求的能源创新

链。突破长期以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和在能源产

业 集 聚 区 与 国 内 先 进 科 技 机 构 合 作 建 设 研 发 机 构 的 模

式 ， 探 索 “ 逆 向 科 创 飞 地 ” 模 式 ， 在 上 海 、 江 苏 、 广

东 等 能 源 与 新 能 源 供 应 链 资 源 和 创 新 力 量 较 为 丰 富 的

地 区 ， 采 取 要 素 市 场 化 合 作 设 立 、 内 蒙 古 独 立 设 立 等

模式，将内蒙古能源创新链的部分节点设在发达城市，

形成以内蒙古大专院校、科学院为中心平台，内与科创

中试、应用场景联合，外有自有机构占据科创前沿的内

蒙古能源创新体系，加强对能源产业链创新链各生产主

体创新资源供给，调整科技资金投放结构和投放渠道，

在加强现有实验室、研发中心等基础性能力建设的进程

中，建立政产学研要素产权交互融合的新模式，为能源

新质生产力扩充稳定的资源、资金、场景供给。

远景鄂尔多斯零碳电池工厂生产线

智库报告丨Think  Tank   Report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