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3/6� �星期日 责编/郭 宏 美编/王 力 电话/010-63070383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彭寿：

加速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董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

筑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彭寿建议，完善政策体系，加

速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 加快传统产业

新旧动能转换，立足“中国优势” 打造世

界一流企业。 同时， 强化基础原材料开

发，加速智慧矿山、“无废” 开采、高值化

利用等关键技术立项攻关，构建“勘查-

开采-利用”体系。

完善BIPV标准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发展是推

进绿色新型城镇化、实现“双碳” 目标

的重要抓手。 彭寿建议，加快修订与完

善BIPV标准，制定出台发电玻璃等新型

光伏材料与建筑材料集成的光电建筑

构件标准，在已有BIPV发电系统验收标

准基础上，尽快出台针对强度、安全性、

防水、防火等建筑本体性能的BIPV验收

标准。 尽快修订发布BIPV定额标准，形

成与技术发展和市场相匹配的标准体

系，覆盖材料设计、产品认证、工程建

设、检测验收等环节，推动行业规范化

发展。

立足“中国优势” ，打造世界一流企

业。 彭寿建议，制定优势标杆企业目录，

搭建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梯队， 强化专项

政策扶持，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并购重组。

支持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平台、检

测平台、产业平台，汇聚国际一流人才，

提升企业战略纵深。此外，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打造开放平台， 为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加快传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方面，

彭寿表示，一些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绿

色化实现了“旧动能” 改造，通过科技创

新、科学管理、劳动者素质提升，实现了

“新动能”培育。对于“两高”领域企业，

建议区别对待、 科学管理。 对于效益突

出、 环保领先、 符合国际标准的优势企

业，将其列入“两高” 领域转型升级标杆

企业示范名单，专项支持其绿色化、智能

化、高端化转型，筑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根基。

制定战略性矿产开发路线图

关键矿产及原材料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物质基础， 也是全球战略性竞争的焦

点， 提升我国关键矿产及基础原材料供

应链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彭寿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矿

产资源各类计划有效衔接， 统筹完善关

键矿产及原材料领域政策体系， 实现我

国关键矿产及基础原材料开发的可持续

性。 加快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专项

规划，重点勘查大离子型稀土、高纯石英

等战略性矿产，以及铁、铜等大宗紧缺矿

产。 尽快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及原材料

开发技术路线图，加速深部勘查、智慧矿

山、“无废” 开采、高值化利用等关键技

术立项攻关，构建“勘查-开采-利用”

的基础原材料开发技术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哈电集团董事长曹志安建议

提升抽水蓄能装备制造能力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全国政协委员，哈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志安认

为， 应支持企业加快提升抽水蓄能产业的装备制造能力，

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 可考虑投入一定的国有资本金，缓

解装备制造企业资金压力，支持企业进行装备升级改造。

“推动抽水蓄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的重要支撑， 是促进我国电力事业发展的有力抓

手。”曹志安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关键时期，风、光等新能源加快发展。 由于新能源的间歇性

特征，电力系统需要配备约15%的储能电源，新型电力系

统对储能电源的需求更加迫切。 抽水蓄能作为被广泛认可

的综合性安全调节电源，对保障电网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曹志安建议，支持企业加快提升抽水蓄能产业的

装备制造能力。建议在政策层面给予大力支持，投入一定的

国有资本金，缓解装备制造企业资金压力，支持企业装备升

级改造。进一步规范抽水蓄能产业市场秩序。建议国家出台

相关政策，引导实力强、业绩好、技术优的企业开展良性市

场竞争。加大关键材料和配套部件自主化研制力度。支持企

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快突破关键技术难题，从整条产业

链深度推进，加大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力度，确保项目建设

整体可控。立项开展关键技术开发与标准制定，国家层面充

分利用抽水蓄能发展的良好时机， 建立重大科技项目与标

准化工作联动机制，增强国际标准话语权，加快制定或完善

水电行业国际标准以及国内标准国际化， 大力推进中外标

准互认，引领抽水蓄能乃至整个水电产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

加快建设智慧工厂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全国人大代表、

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建议，发挥区域聚集优势，盘活闲置

资源，鼓励兼并重组，加快建设智慧工厂。 同时，推动动力

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应用，加快车规级芯片产业发展。

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产能利用呈现强者愈强态势。 王

凤英建议，发挥区域聚集优势，充分利用现有产能，做大、

做强国内汽车产业；统筹闲置产能，鼓励兼并重组，加快

建设智慧工厂。 同时，强化监管，建立退出机制，避免资源

浪费，鼓励中国车企“走出去” 开拓海外市场。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动力电池热失控引发的

问题受到关注。 当前，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推广依然

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王凤英

对此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

应用，助推其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厂的必备配置，并逐步对

存量新能源汽车配置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技术。

在政策支持下，近年来中国芯片产业不断取得突破，在

关键领域成效显著。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芯片供应出现短缺。

当前我国车规级芯片产业布局不完善。 王凤英建议，短期优

先解决“缺芯”问题，中期完善产业布局，实现自主可控。 同

时，构建产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长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吕亮功：

加快新能源协同发展

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刘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副总经济师吕亮功日前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源化工企业在

保障能源安全、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肩负着降碳减排、助力“双碳” 目标

实现的艰巨任务。 建议制定和完善相关

政策，将能源类企业利用自有工矿区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整县屋顶分布式

光伏”范畴，享受同等优惠政策；优化完

善光伏产业政策，加强氢能发展顶层设

计，加快新能源协同发展，助推能源结

构转型升级。

制定完善相关政策

“能源化工企业存在高耗能、 高排

放等问题，但也具备诸多优势。 ”吕亮功

说，比如可利用的土地、屋顶及水面等资

源众多，绿电消纳能力强，绿氢应用潜力

大，在开发利用地热能等方面存在优势。

当前，国内能源化工企业工矿区面

积广阔，但利用工矿区、炼化基地开展

风光发电项目建设不在政策鼓励范围。

对于企业用于自身的绿电替代及“源网

荷储氢” 一体化项目，在光伏、风电资源

获取及电力并网方面难度较大，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能源化工企业发展新能源

业务。 同时，由于地热资源具有开采难

度大、投入高、周期长的特点，征收地热

资源税预计会拉高供暖成本。

为此，吕亮功建议，制定和完善相

关政策，将能源类企业利用自有工矿区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整县屋顶分布

式光伏” 范畴，享受同等优惠政策。 同

时，研究出台新的财税政策，支持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 由于氢能、地热等产业

研发难度高、资本投入大、利润空间小，

前期运营亏损， 为提高企业积极性，促

进产业健康发展，建议对绿色低碳产业

出台新的财税支持政策。 比如，对能源

安全、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

绿色低碳项目给予财政补贴，对绿色低

碳相关业务给予所得税优惠税率。

同时，在光伏、风电等资源配置及

电力并网等方面制定鼓励政策，支持能

源类企业在周边区域建设 “源网荷储

氢” 一体化项目，用于自身绿电替代及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加大技术攻关力度

“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 总面积三

分之二以上地区年日照超过2000小时，

年辐射量在5000兆焦每平方米以上。

2011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推进光伏

电站建设。”吕亮功对记者表示，作为央

企中国石化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将光

伏发电作为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增

长极，近年来除了加大力度投资光伏发

电项目外， 还涉足上游光伏材料领域，

延伸光伏产业链。

吕亮功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和配套措施，优化完善光伏产业扶持政

策，站在战略性和全局性高度扶持和引

导产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

度，培养光伏高端人才，激励企业攻坚

核心技术。

在氢能方面，吕亮功建议，加强氢能

发展顶层设计，出台氢能发展专项规划，

明确氢能在我国未来能源系统中的定

位、发展目标、发展路线图和主要任务，

并制定完整的氢能产业政策体系和标准

规范，统筹企业协作，打造高端产业链，

构建产业链完整、分工协同、共同发展的

新兴产业生态体系。同时，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加快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重点围绕交通应用领域制定规划， 引导

石油石化、物流、钢铁、邮政、电商配送等

行业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

形成多样化的氢能应用场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林建议

扩大交易规模 完善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建设

● 本报记者 刘杨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李永林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建议扩大全国碳市场规模，完

善碳市场法律法规以及碳交易涉税制度，加

快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2021年7月，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正式上线，引起广泛关注。“建设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 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 推动经济发展绿色低碳

转型的重要制度创新， 也是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

具。 ”李永林说，目前碳市场运行还存在非

临近履约时段交易清淡、 部分燃煤掺烧机

组暂未纳入全国碳市场、 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存量不足、绿电市场未与碳市场

衔接、碳市场涉税事项尚未明确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李永林建议，扩大全

国碳市场规模。 尽快明确其他行业纳入全

国碳市场时间点及配额总量分配原则，并

提前预发免费配额，以便相关企业参与碳

交易，提升碳市场活跃度；研究推出碳市

场拍卖机制，应对市场炒作行为，调整短

期市场供给，保持碳价相对稳定。 探索推

出碳期货、 碳期权等金融工具的可行性，

完善并丰富碳市场交易品种体系。

同时，尽快重启CCER项目备案，提升

企业开展自愿减排项目的积极性。 降低控

排企业碳市场履约成本，充分发挥CCER

对“双碳”目标实现的推动作用。

完善碳市场法律法规建设。 制定科

学的核查和数据管理制度， 加快构建和

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 （MRV）体

系，设定科学的实测值测算方法，强化对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监管力度， 增强对数

据造假行为的惩罚力度， 确保公平的数

据统计环境； 保持碳市场配额发放标准

和CCER使用条件等政策稳定，不断推动

碳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做好碳排放和电力市场顶层设计。 尽

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绿电、绿证和碳交易

之间的关系，实现相关数据的贯通，明确企

业使用绿电在碳排放量核算中予以扣减，

激发企业购买绿电的积极性， 推动能源结

构低碳转型。 此外，完善碳交易涉税制度，

规范碳交易线上交易开具相关发票的操作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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