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重要能源政策及评述 

(一) 国家能源局印发 2016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本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推进科技和体制创新，培育创新发展新

动力，推进能源科技创新，加快能源体制创新。二是提高能源系统效率，构建协

调发展新格局，切实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加强系统集成优化。三是加快清洁化低碳化进程，建设绿色发展新生态，大力发

展非化石能源，积极推进天然气高效利用，继续实施专项升级改造，鼓励发展新

型消费业态，切实加强煤炭清洁绿色开发利用，持续抓好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能源

保障工作。四是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加快推动重大能源装

备“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油气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五是实施能源

民生工程，增进共享发展新福祉，全方位支持贫困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着力

加强贫困地区能源开发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全面实施城镇

配电网建设改造。 

    (二)国家能源局印发省级能源发展规划管理办法 

    国奖能源局为规范省级能源规划工作，加强国家和省级能源规划衔接，发挥

省级能源规划落实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引导本地区能源发展的统筹协调作用，制

定了本办法。 

    本办法对省级能源发展规划编制、报批、发布和实施等工作做出若干规定。

要求省级能源发展规划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编制、上报和组织实施，由国家

能源局负责审批。具体要求有：编制方面，要做好科学调研分析前期工作;内容

要包括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式，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有保

障措施;考虑环境影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内容。审批方面，省级能源发展规划

审批程序包括衔接、预审和批复三个环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按要求做好衔接，



 

上报材料，做好相关工作。实施方面，应积极组织实施已通过的规划，实施中期

按要求开展评估，需要调整时要申请批复并上报调整说明材料到国家能源局备案，

同时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省级能源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与监

管。 

    (三)高耗能行业用电占比大幅下降 

    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能源领域。通过运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改革创新能源领域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拓宽投融资

渠道，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能源领域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有效提高能源领域公

共服务水平。 

    据悉，此次能源领域推广 PPP主要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

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主要包括电力及新能源类项目：供电/城市配

电网建设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资产界面清晰的输电项目、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光伏扶贫项目、水电站项目、核电设备研制与服务领域等;石油和天然

气类项目：油气管网主干/支线、城市配气管网和城市储气设施、液化天然气(LNG)

接收站、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设施等;煤炭类项目：煤层气输气管网、压缩/液化站、

储气库、瓦斯发电等。 

针对此类项目，国家能源局将在审批方面建立绿色通道。加快项目审批，简化审

核内容，优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加快开通项目审批网上平台，公开项目

全流程审批信息，进一步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四) 发改委：重点推进电力等领域价格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 5月 3日发文指出，下一步重点深化电力、天然气、医疗服

务、交通运输等领域价格改革，进一步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文章指出，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快推进价格改革，主动灵活运用价格杠

杆，稳步有序推出了一系列价格政策措施，在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结构调整、降

低企业成本、优化价格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以完善主

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为目标，把价格改革向纵深推进，把价格监管和服务水

平提升到新的高度。重点是深化电力、天然气、医疗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价格

改革，进一步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改革环保电价补贴方式，完善可再生能源价

格形成机制和补贴办法，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进一步推行基于单位能耗的差别电

价政策。落实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政策。加快制定或修订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完

善政府定价行为规则、市场价格行为规范、价格听证办法，切实加强成本监审。

加快推进价格信息化建设，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和形势分析研判，提高价格公共服

务水平。通过不断创新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五)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对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作出部署。 

《方案》强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是

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对于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支撑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经济

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要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环境，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市



 

场经济规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形成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新动力。 

    《方案》围绕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构建支撑服务体系、完善创新要素配置

等，部署了 8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 

    一是围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发布转化一批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带动作用大的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

产业化路径。二是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一批机制灵活、面向市场的国家技术

转移机构，加强科技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有效对接。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协同开展成果转化。三是建设一批符合特色产业需求

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加强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开发，发挥技术开发类科研基地

作用，推动更多共性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四是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国家技术

交易网络平台，鼓励区域性、行业性技术市场发展，完善技术转移机构投融资、

科技成果评价、知识产权服务等功能。五是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互动融合，

建设一批以成果转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创空间，支持以核心技术为源头的创新创业。

六是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军人才纳

入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计划，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纪人。七是建设一批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与模式。八是发挥好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的杠杆作用，支持地方加大投入力度，运用投贷联动、

众筹等金融手段，拓宽资金供给渠道。 

 

（来源：卓创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