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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以及在能源生产、转换、利用过程

中的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应用，如智能电网、智能化生

产设备等。

第 二 ， 能 源 产 业 生 产 要 素 的 创 新 性 配 置 ， 主 要 指

能源领域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以更好满足能源行业

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以及能源生产和利用过程中对物

质、资金要素的合理配置，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

第三，能源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主要指从传统的

能源生产方式向清洁、高效能源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

从传统的能源利用方式向低碳、智能、高效的能源利用

方式的转变。

第四，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指单位

能源投入下产生的能源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即能源生产

效率的提高；在单位能源投入下实现的能源利用效益的

增加，也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能源产品的品质

和性能的提升，也即能源产品质量的提高。

当 前 ， 我 国 原 油 、 天 然 气 仍 保 持 较 高 的 对 外 依 存

度，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但

是通过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逐步替代传

统化石能源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

自给率、优化电力供给结构、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等

多个方面，目的在于在碳排放和资源环境硬约束条件下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可靠、清洁、高效的能

源支撑。

（二）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要 加 快 规 划 建 设 新 型 能 源 体

系，这是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统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

能源安全保障做出的战略决策。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关

键，就是要加快培育和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推动从传

统的能源消耗型、资源依赖型增长路径转变为绿色、低

碳、高效的发展路径，实现能源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良性循环。能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科技创新引领。能源产业需要不断引入

新技术、新理念，推动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智能化管

理、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以实现能源生产过程

向着更高效、更智能、更绿色的方向发展。

第二，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能源产业应致力于减

少碳排放、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确保

能源的生产、传输、消费、转换、存储过程与自然环境

的和谐共生。

第三，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能源产业应利用

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能

源生产、传输、储存和利用等环节的智能化程度，从而

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各地区应根据自

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水平等条件，制定适宜

的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避免盲目扩张和无序发展。

内蒙古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与挑战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围 绕 构 建 现 代 化 经

济体系，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

驱动型、由粗放高碳型向绿色低碳型、由分散低效型向

集约高效型的转变。同时，内蒙古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

设提出“两个率先”“两个超过”的发展目标，即在全

国率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率先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2025年新能源装机

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2030年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

电发电总量。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两率先两超

过”的发展目标，内蒙古首先要充分认识自身发展能源

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与挑战。

（一）内蒙古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优势

内 蒙 古 煤 炭 、 天 然 气 、 风 能 和 太 阳 能 资 源 丰 富 ，

在我国的能源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目前，内蒙

古的煤炭实际产能、电力总装机、新能源装机、外送煤

炭、外送电量和外送电能力均居于全国第一位，充分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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