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新政策，助力新征程 

编者按： 

本期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考察湖北省武汉市时关于科技发展的最新

论述，节选了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首都科技发展

的重要部署。此外，结合学校发展，整理了相关政策资讯和行

业动态，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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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发展的最新论述 

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6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

工作方案》。习近平强调，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

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用有所成。会议指出，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坚

持德才兼备，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分类进行人才评价，从构建符合科研

活动特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

等方面提出试点任务，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有关

部门和地方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指导，推动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6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强调，科技自

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

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

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指出，随着我国发展壮大，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刻不容缓，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踔厉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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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奋起直追，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有不少短板，一

些产业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进一步发展必须靠创新。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新是一个决定性

因素。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如果我们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每一家科

技企业、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扎扎实实

推进科技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我们这一代人

必须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党中

央十分关心科技人才成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尽可能创造有利于科

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生活环境，让科技工作者为祖国和人民作

贡献。 

（来源：新华社，2022-06-22，2022-06-29） 

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节选 

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6月 27日上午 9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蔡奇同志作了题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北京篇章》的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将着眼更好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

心和创新高地。要坚持“四个面向”，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颠覆性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 0 到 1”突破。发挥在京高校

院所、企业、医院等创新主体作用，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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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和共性技术平台，形成央地协同、政企结合、研产融合、国

际合作的创新格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 

《报告》强调，将积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建设三

个国家实验室，推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化发展。《报告》明

确了三大科学城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其中，进一步搞活昌平未来科

学城，要深化央地合作、校城融合，推进“两谷一园”建设，打造

医药健康和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 

（来源：北京日报，2022-06-27） 

国务院批准克拉玛依等 4 地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批复文件，同意滁州、信阳、遵义、克

拉玛依等 4 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实行现行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 

文件指出，各开发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布局集中、产

业集聚、用地集约、特色鲜明、规模适度、配套完善的要求，改革

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集聚科技创新资源，激发各类人才创新

活力，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培育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以培育发展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为重点，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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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文件指出，各开发区必须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

按规定程序履行具体用地报批手续，编制开发建设有关规划时依法

开展必要的规划环评工作。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制度，除按照职住平衡要求配建一定比例保障性住房

外，严禁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前提下进

行建设。 

文件提出，要加强领导和管理，统筹推进城市和开发区规划建

设管理，增强开发区综合功能，完善创新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构

建宜创宜业宜居的创新生态，推进安全、绿色、智慧科技园区建设，

塑造新时代城市特色风貌，促进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务院，2022-06-16）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发布 

6 月 29 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 2021（高等院校与科

研院所篇）》（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公布了 2020 年高等

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转化科

技成果合同金额。该报告是在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指导下，

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已连续出版发布 4 年。据统计，全国共

有 72 所高校连续 4 年入围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百强榜单，我校在

其中排名第 38 位，4 年合同总额超 16 亿元，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报告》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2020年，3554

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以及合同金额均有增长，合同项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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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882 项，合同总金额为 1,256.1 亿元。其中，转化科技成果超

过 1 亿元的高校院所数量为 261 家。高校院所以转让方式转化科技

成果的合同金额为 69.8 亿元，以许可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

为 67.8 亿元，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为 65.0 亿

元，均呈现明显增长。高校院所转化科技成果的平均合同金额为

96.6 万元，其中，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最高。此外，奖励个人金

额比例占成果转化现金和股权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 50%，奖励研发

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金额占奖励个人金额的比重超过 90%。 

《报告》列举了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有待进一

步协同落实、转移转化专业人才缺乏、金融资本支持力度不足等。

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促进政策协同落实

等。完善了成果披露、国有资产管理、尽职免责等方面的实施细则，

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建议相关部门加快推进经理人职称

制度建设，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

探索建立专业技术转移人才队伍薪酬、工资评定、职位晋升等制度

体系，从而培养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2021 年度报告内容进行了三方面优化完

善：一是凸显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情况得到加强；二是提升工作案例的

时效性和精准性，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筛选了科

技抗疫、赋权改革等新鲜典型案例；三是提升年度报告的可读性和

实用性，新增高校院所不同主体间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对比。 

（来源：科技日报，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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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主要篇目介绍 

◆ 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北京将努力建设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 年修订)》 

◆ 教育部发布会：聚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培养创新人才方阵 

◆ 教育部高教司：《国际共识 中国创新》（2021 高等教育国际

论坛年会报告） 

◆ 科技部召开会议部署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 

◆ 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6/21/c_1128763190.htm
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ldhd/202206/t20220628_2753229.html
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ldhd/202206/t20220628_2753229.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flfg/202201/t20220118_17904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8xY20B0sqF8lqdSavoB3g
https://mp.weixin.qq.com/s/JQW74HmDcOprl6_V8yQkJA
https://mp.weixin.qq.com/s/JQW74HmDcOprl6_V8yQkJA
http://www.most.gov.cn/kjbgz/202206/t20220623_181239.html
http://www.most.gov.cn/kjbgz/202206/t20220623_181239.html
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ldhd/202206/t20220621_2747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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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清华大学启动“碳中和系统科学与技术”学位授权点建设 

6 月 23 日下午，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2 年第三次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清华大学拟新增“碳中和系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待完成后续校内流程后将报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批准。 

“碳中和系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是回应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对人才培养新要求的重要举措，主责单位为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

旨在培养具有强烈家国情怀、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掌握坚实的碳中和基础学科理论知识、碳中和前沿技术方法和

前瞻性系统性思维方式，具备突出的跨学科创新研究能力和团队合

作能力，善于解决碳中和系统中复杂科学技术和治理问题，具有国

际竞争力和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碳中和是

包括关键技术、工程、系统及治理的巨大复杂体系，是一个多学科

深度交叉融合的领域，学位点从供能、用能、系统和治理四个领域

设立低碳能源与碳移除技术、新型电力系统、零碳人居环境、新能

源动力系统、过程工业流程再造、碳中和系统工程、碳中和环境系

统和气候治理与碳金融八个二级学科方向，整合多个院系的力量，

形成国际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来源：清华新闻网，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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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构建教师队伍分类评价机制 

6 月 22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人才工作会。其学校官网对

教师分类评价经验进行了介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多部门协同研究，先后出台《教师队伍分系

列发展与评价总体方案》、《职称评审办法（试行）》，强调分类

管理、科学评价、强化责任、人尽其才，多措并举深化教育评价改

革，充分树立了分类卓越与科学评价的观念。 

在分类评价方面，构建五大教师发展系列，根据学科门类、目

标定位和岗位职责特点对教师进行评价。一是健全队伍发展体系。

针对教师队伍分类单一、发展通道单一等问题，建立了教研、教学、

研究、实验和管理服务五大发展系列。每个系列均明确了职责定位，

重构了独立的评价体系和发展路径，其中教研系列强调教学与科研

并重；教学系列注重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研究系列注重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实验系列注重实验课程开发和平台建设；

管理服务系列注重管理服务和管理研究。二是建立发展流转机制。

打破各系列之间的转换壁垒，支持各系列教师根据自身情况，通过

职称评审实现不同系列的转换，让每一位教师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

位和发展通道。三是做好科学统筹发展。学校党委整体把控五大系

列的发展规模和队伍结构，通过对各系列指标分配进行合理调控，

确保学校教师队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构建分类考核管理体

系。明确各系列教师的工作职责，制定与所在系列相适应的目标责

任，并与聘期考核管理挂钩。形成了“岗位-目标-考核”的正向反

馈链，构建“标准明晰、人岗相适、流转有序”的分类考核、管理

体系。 

在构建多元化评价机制方面，量质并举，以质为先，坚决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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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唯”。一是科学确立指标。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施“业

绩综述+5 项代表性成果（1+5X）”的评价标准，突出以质量、贡献、

影响为主的评价导向。二是克服“五唯”顽疾。比如，对教研系列

设置 64 课时和主讲课程门槛值，在代表性成果中强调精品课程、教

学业绩等教学要求，扭转教研系列“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将代

表性论著、重大项目、专利成果转化等不同类别纳入研究系列代表

性成果范围，突出团队贡献导向，解决研究系列“数论文，算经费”

的问题。三是创新评价方式。实施以权威第三方进行同行评价为主

的多元化评价机制，面向各类优秀人才设立直评制度，对取得重大

原创性研究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

贡献，或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对学校作出特别突出贡献的人

员，可突破资历、年限等条件单列指标，进一步激发人员活力。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2-06-20） 

电子科技大学：实施“荣誉学士学位”制度 

为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生学

业荣誉激励机制，电子科技大学从 2022 年开始实施“荣誉学士学位”

制度，规划具有特色、个性化“荣誉课程”，激励学生参加“荣誉

研究”。旨在激发学生潜能，促进拔尖人才培养，提高学生的核心

竞争力。 

“荣誉课程学习”旨在激励学生夯实基础和加强挑战性学习，

以卓有成效的学习奠定未来发展的扎实基础，同时在挑战性课程学

习体验中表现优秀。“荣誉课程”由各专业认定的最重要的“看家”

课程、通过学校质量检查认定的挑战性学习课程这两个部分组成。

要获得“荣誉课程学习”证书，需要修读至少 6 门且累计不低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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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的“荣誉课程”（其中，挑战性学习课程不少于 2 门），每门

荣誉课程成绩不低于 85 分，荣誉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位列本专业前

15%。 

“荣誉研究”旨在激励学生积极参加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竞赛、

开展科学研究或创新实践，以富有成效的研究与创新实践提升研究

与创新能力。要获得“荣誉研究”证书，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在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或在参与科学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2）

在经学校立项实施的“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学习中获

“优秀（A 级）”证书。 

“荣誉学士学位”需同时满足“基本条件”和“选择条件”。

“基本条件”是指，学生须是满足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且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优良、在校期间所有必修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不

低于 80 分。“选择条件”有 3 个，满足其中一个即可，分别是：（1）

同时获得“荣誉课程学习证书”和“荣誉研究证书”；（2）在“高

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学习中获“卓越（A+级）”证书；

（3）获得“成电杰出学生”称号。 

“荣誉学士学位”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目前已有多所国内高

水平大学开始实施该制度。早在 2016 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设

立了“荣誉学士学位”和相应制度，目的是提升课程挑战性，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创新，突出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中国海洋大

学自 2022 年起也开始实施荣誉学士学位制度，每年授予不超过当年

毕业人数 5%的毕业生，共有 117 名 2022 届本科毕业生被授予了荣

誉学士学位。这些学生成绩优异，综合素质突出，全部推免至国内

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继续深造。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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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以一流服务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6 月 2 日，南方科技大学组织了以《以一流服务推进一流大学

建设》为题的报告会。 

报告会指出，南科大迈入“双一流”建设行列，需要一流的行

政服务来提供支撑和保障。一是全校行政服务系统人员提升服务意

识和工作水平，为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脱颖而出营造良好

的局面；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好奇心和自

由探索的热情，形成爱才如命、惜才如金的制度环境；要营造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校园环境，形成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校园风尚，

让更多“千里马”在学校竞相奔腾。二是支撑科教，深刻认识和把

握教授治学和行政服务的关系；全体干部要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强

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能，做“师生友”，不做“师生官”。三

是要服务好学校学生和人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从观

念、机制、制度、文化等方面发力，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建立完

善的机制。行政服务队伍要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强化理论武装，

促进思想理论大巩固、工作作风大转变、服务质量大提升，以一流

的行政服务、一流的大学治理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来源：南方科技大学，20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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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人才培养：①工科拔尖创新本科生人才培养 

②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设立特色班+未来技术模块 

◆ 东南大学：把握中国特色 坚持五育并举 深化教育评价制度改

革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 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学院：特色学科与基础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 大连理工大学：交叉协同推动学科整体水平跃升 

◆ 杜玉波：好大学重在质量特色，而非简单比拼规模数量 

◆ 破“五唯”立新标：大学教师评价改革的难点及其突破 

◆ 新时代卓越工程师教育人才培养 

◆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 STEP 校企协同育人体系 

◆ 高等教育大数据建设路径——美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https://mp.weixin.qq.com/s/svjEr-ZfCNaEsPl7k7KMmA
https://mp.weixin.qq.com/s/RIUBsTpw_rfcHb8-yo5Yqg
https://mp.weixin.qq.com/s/LW-qAa517bIlwJS8z2Nh2g
https://mp.weixin.qq.com/s/i3lfVRCT1ORNpdzn6wsgwQ
https://mp.weixin.qq.com/s/i3lfVRCT1ORNpdzn6wsgwQ
https://mp.weixin.qq.com/s/cZkFzZtGgzvB6Sq8pNYbiA
https://zsw.bjtu.edu.cn/data/upload/ueditor/20220531/%E7%90%86%E7%A7%91%E8%AF%95%E9%AA%8C%E7%8F%AD%E7%B1%BB%EF%BC%88%E8%A9%B9%E5%A4%A9%E4%BD%91%E6%9C%AC%E5%8D%9A%E7%9B%B4%E5%8D%87%E8%AF%95%E7%82%B9%E7%8F%AD%EF%BC%89.pdf
https://mp.weixin.qq.com/s/WROdgGpS7g9LedWiDjZOpg
https://mp.weixin.qq.com/s/ZYOZKfNnm4y8PD7xAFQ_Pg
https://mp.weixin.qq.com/s/7YdoWhqK9JwN7zSgQNHUxA
https://mp.weixin.qq.com/s/TmLxZQ-tD2ypOTdslglhXg
https://mp.weixin.qq.com/s/pyOykzBmppR0-Tu0m5yWzA
https://mp.weixin.qq.com/s/saA9uiSu_rfY1D0wRDMW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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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美国能源部战略愿景提出化石能源 7 项技术未来研发方向 

近日，美国能源部（DOE）化石能源和碳管理办公室发布《化石

能源和碳管理在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中的作用》战略愿景报告，

重点针对 7 项化石能源技术主题提出了未来研发方向，包括：点源

碳捕集；CO2转化；碳去除；专用、可靠的碳封存和运输；氢能及碳

管理；关键矿产；甲烷减排。 

（一）点源碳捕集。开发天然气发电厂点源碳捕集技术，与长

期碳封存或转化、生物质碳去除和封存、储能等技术进行集成，提

升动态过程建模、技术经济性评估和生命周期评估能力，扩大天然

气发电厂的点源碳捕集技术应用规模。开发工业应用点源碳捕集技

术，开发利用低碳原料和燃料（氢气、可持续生物质、生物燃料）

完全集成的工业点源碳捕集工艺，在工业设施中扩大点源碳捕集技

术应用规模。 

（二）CO2转化。藻类转化技术方面，开发新的转化机制，提高

生产力和转化效率；分析藻类转化成本、转化能力、纯度和消耗率

等系统性能，提高产品产量，确保藻类转化技术的商业化。催化转

化技术方面，开发新催化剂或改进现有催化剂，开展整合催化剂研

究，进行大规模反应器设计，研究通过 CO2 转化进行碳纳米管、聚

合物和乙烯等非传统产品的生产路径。矿化技术方面，进一步了解

碳酸化和水合的相对速率以控制碳酸化或固化反应，调查采矿废物

和采出水等作为矿化反应的碱度来源，设计将碳捕集与矿物碳酸化

技术集成的工艺。 

（三）CO2去除技术。重点关注设施规模和系统规模的碳去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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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部署，尤其是与开发和部署区域中心相关的分析、设计和实验

研究，包括在地质、地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约束和潜力。 

（四）专用、可靠的碳封存和运输技术。扩展可靠的碳封存基

础设施，建立 5000 万吨 CO2封存综合设施，开发碳封存技术和运营

研究设施，利用陆地和海上油田基础设施进行 CO2 输运和封存，具

体包括对现有井筒的表征、评估和管理，重新利用酸性气体管道加

速封存资源的表征，完善现有的国家和地区封存资源评估。进行 CO2

运输基础设施规划，制定健全、安全和高效的国家级 CO2 运输基础

设施计划，支持管道设计研究，解决优化管道路线、材料、缓解泄

漏等技术问题。支持提高碳封存和运输的性能和可靠性的相关研究，

如将碳封存、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技术、提高封存性能和完

整性的技术等。 

（五）氢能及碳管理。在氢能存储及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短期

开展氢能安全研究，评估氢燃气轮机、氢燃料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使用以及氢气批量生产的安全问题；10 年内，开展长期地质储氢研

究，通过 CO2、氢气和增值化学品的生产、运输和存储加速清洁氢能

中心部署；20 年内，部署先进制氢技术，利用 CCS 等技术使用碳基

原料开发先进制氢方法，研发城市固废、生物质和废煤的共气化技

术，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或负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可逆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混氢及纯氢燃料燃气轮机及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等研究。 

（六）关键矿产。针对美国各地非常规资源和二次资源的经济、

高效、可持续生产，开发新的资源表征方法、分析工具和评估技术，

优化传统的资源开采技术、开发变革性技术，推进环保经济高效的

加工、精炼和合金化技术，促进标准及供应链技术开发。 

（七）甲烷减排。识别、表征和盘点废弃井和相关管道及基础

设施；测量、估计和跟踪与废弃井相关的甲烷和其他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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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废弃井封堵、修复、重新使用的优先次序；明确与废弃井的堵

塞、修复和重新使用相关的成本。 

（来源：微信公众号“先进能源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中心”，

2022-06-22） 

国际碳中和战略行动与科技布局 

当前，主要国际组织积极协调行动，推动人类社会向碳中和转

型。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全球共有 130 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

目标。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刊》刊登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碳中和重点战略部署和关键科技布局的研

究文献。 

文章指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碳中和战略布局的重点技术具有 3

个共性特点：第一，构建零碳能源体系是各国战略布局的核心。重

点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使用，推动能

源终端消费电气化。第二，促进产业低碳转型是各国建立绿色经济

的着力点。大力推动高能耗、高排放工业部门低碳和零碳转型，重

点建立低碳产业示范集群，加速建筑节能改造和绿色转型，推进交

通电气化、绿色化。第三，保护并增强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固碳能

力是各国提高气候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加大增强自然碳汇的行动

部署，并构建多元负排放技术体系。 

文章梳理了国际碳中和战略行动围绕“减排”和“增汇”两条

根本路径，在“构建零碳能源体系”“再造低碳产业流程”“生态

固碳增汇/负排放”三大方向形成的 14 个重要科技问题，涵盖 70

余项关键技术。以下为相关科学技术问题节选： 

（一）在构建零碳能源体系方面，聚焦能源转化存储利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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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艺-过程-系统”4 个层次，重点研究 6 个重大科技问题。 

1.碳基能源分子高效洁净利用与转化的物化基础与过程。能源

和工业结构中大规模存量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转化利用是当务之

急。近期：重点研究 C-H、C-O、C-C 等含能化学键的有效活化、结

构再造与能量存储新路线等关键科学问题，发展碳基能源高效催化

转化、新型热力循环与高效热功转换系统、多点源污染物一体化控

制等清洁低碳技术；中远期：推进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耦合利用，

化石能源发展重点将由碳燃料向碳材料转变，以实现宝贵碳资源高

附加值利用。 

2.可再生能源高效转化利用变革性原理和低成本规模化储能

新方法。可再生能源高效转化利用方面，优先推进构建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系统替代化石能源。近期：重点研发太阳能高效低成本光电

光热转化、深海高空风电高效转化、生物质高效转化与高值利用、

海洋能规模化高效利用、分布式多能互补与供需互动、灵活友好并

网等关键核心技术；中远期：以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与

多能源载体综合利用，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

比重，并逐步成为主体能源。低成本规模化储能方面，开发超越传

统体系的储能新材料与系统，研究电/热/机械能与化学能之间相互

转化规律。近期：加快推进大规模长寿命物理储能技术应用；中远

期：发展新型电化学能量储存与转化机制，以变革传统锂离子电池

为代表的储能体系，实现长寿命、低成本、高能量密度、高安全和

易回收的新型储能技术广泛应用。 

…… 

4.新能源化学体系构建。推动氢/氨等新能源化学体系的建立，

解决新能源开发与转化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近期：加快发展低

碳高效的绿氢/氨制备、储运技术；中远期：开发不同场景下基于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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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的新型系统概念，以氢/氨作为关键能源载体实现多种能源资源

的灵活互补，并通过转化为电/热/气或作为替代原料促进多个难减

排工业部门的脱碳。 

…… 

6.能势匹配和多能互补综合利用。未来能源体系将发展为多能

融合综合系统，需攻克能源生产、输配、存储、消费等环节的多能

耦合和优化互补核心科技问题。近中期：深入探索能源的综合互补

利用原理及关键技术，开发多能系统规划设计及运行管理技术；中

远期：能源体系发展为多能融合综合系统，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

术形成智慧能源新产业，保障能源利用与生态文明同步协调发展。 

（二）在再造低碳产业流程方面，聚焦工业原料/燃料替代、

过程工艺革新、能量梯级回收和资源循环利用，重点研究 5 个重大

科技问题。 

…… 

2.可持续绿色化工材料与工艺过程。近中期：突破石油化工新

的分子炼油与分子转化平台技术，针对煤中碳组分高效分离和碳结

构精准调变发展“分子炼煤”技术，在分子水平上认识化石资源组

成及转化规律实现炼化增效，结合能源结构的变革，实现化工转化

以油品为主向高附加值的化学品、材料转型；中远期：研究发展绿

色碳科学，重点研究可再生能源/氢与重要化工和化学品生产过程的

深度耦合途径，发展全流程可再生能源驱动合成甲醇、氨、烯烃及

芳烃等平台化合物，促进高效转化利用非化石资源的可再生碳资源

（CO2和生物质）。 

…… 

（三）在生态固碳增汇/负排放方面，聚焦揭示生态系统碳汇

格局、过程机制、演化趋势与潜力评估，重点研究 3 个重大科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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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3．碳元素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发展 CO2捕集、转化和耦合利

用相关的负排放技术。近中期：重点发展第二代捕集技术，实现 CO2

源头低能耗捕集在碳密集型行业的规模应用；中远期：实现高效光、

电、热、生物转化利用 CO2 机理等方面关键突破，开发高效定向转

化合成有机含氧化学品、油品新工艺，发展高效光/电解水与 CO2还

原耦合的光/电能和化学能循环利用方法，实现碳循环利用。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06-15） 

延申阅读·行业动态 

◆ 2022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公布 

◆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2》发布 

◆ 国际能源署（IEA）：《追踪清洁能源创新：聚焦中国》（译文） 

◆ 日本碳中和战略及其前景 

https://mp.weixin.qq.com/s/eXdj0ZIB_Ah0qU-zXaq8Pw
https://www.iea.org/reports/tracking-clean-energy-innovation-focus-on-china
https://mp.weixin.qq.com/s/_Wr-YvDib2WhPmlxX5jtTg
https://mp.weixin.qq.com/s/cx5XfpYrOvOTRK1WpQeYlg
https://mp.weixin.qq.com/s/ia_VlLEagK-9_JzU0aX3N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