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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发 展 内 蒙 古 能 源 新 质 生 产 力 是 内 蒙 古 建 设 国 家 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重要引领，遵循新质生产力理

论建立促进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蒙古模式，既需要

立足当下、因地制宜，也需要按照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规

律，不断优化内蒙古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条件，

持续增强全社会对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能力，把能源

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

（一）推动政企融合的能源产业互联网建设

壮 大 内 蒙 古 能 源 领 域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 培 育 内 蒙

古能源领域的未来产业，高质量完成建设我国重要能源

和战略资源基地的任务，把内蒙古建成国家乃至世界能

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地，需要汇集起更为丰富的产业

发展资源、科创资源、基础研究资源。首先，需要内蒙

古能源领域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形成自身培育能源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其次，要构建开放包

容、连接紧密的系统，畅通与其他省区和国家先进领域

能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加强数字化能源产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既能够聚合内蒙古区内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的资源要素，沟通内蒙古区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上各主体的需求，也能够通过加强平台运作，疏通与内

蒙古区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联通渠道，为内蒙古能源新质

生产力建设提供不竭的资源要素供给。

（二）在呼和浩特打造中国能源总部集聚地

随着数字化提供虚拟工作场景技术的不断革新，能

源全产业链的跨地域空间调度和管控变得更加可行。选

择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最适应人才集聚的首府

呼和浩特，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人力资源、科技

资源、金融资源、数字资源等多元要素的综合供给中心

城市，以更好满足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需要的企业家精

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交流碰撞的要求。促进能源产

业链供应链领域的人才汇集和集聚，建设多元化人才工

作生活集聚化的人才高地，是建设国际国内一流的能源

领域区域创新平台的基础性工作。呼和浩特可以为发展

能源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提供高质量生活服

务的保障能力建设空间。加快呼和浩特中国能源总部集

聚地建设，应作为改善内蒙古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

的重要措施。

（三）壮大以地方大学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

将内蒙古相关大专院校建设成为促进内蒙古能源新

质生产力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高等院校

在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发、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

方面的基本职能，不断完善内蒙古高等院校的能源研教

培系统，增强内蒙古对接世界能源各领域先进科学技术

的对话能力、对接国内高水平能源科研院所合作能力以

及对接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生产企业的服务能力，赋予高

等院校在能源领域开放办院系、办实业的职能和责任，

通过制定任务性要求以及激励性政策，释放高等院校和

高等院校教职工致力于能源科技创新、能源生产力发展

模式创新、能源人才培育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厚植

内蒙古生成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土壤。 

结　语

发展内蒙古能源新质生产力，是稳固内蒙古能源产

业优势，提升内蒙古新型能源体系竞争力，完成好建设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任务，增强现代能源

经济对内蒙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支撑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内蒙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此，内

蒙古不仅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同时也需要增

强对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支持与保障，助力能源

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快速成长，从而使其成为推动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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