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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立法开门立法””汇聚民意民智汇聚民意民智

供需总体平稳 结构转型加速
——2022中国经济观察之能源篇

在立法数量明显增多
的同时，地方立法形式的
探索也更加丰富。特别是
区域协同立法，在跨区域
河流、大气等生态环境保
护，疫情联防联控，交通一
体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
机制较为成熟的京津冀地
区，近年来，三地推出了近
60 部协同立法项目，共同
就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授权政
府为保障冬奥会举办规定
临时性行政措施、推进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
出台相同文本的条例和决
定，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同
立法主体在机制制度上的
有机融合与协同突破。

辽宁本溪、丹东和吉林
通化、白山协同立法保护浑
江流域水环境；山东指导设
区的市协同立法，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湖北指导武汉、黄石等
地立法促进武汉城市圈公
共交通一体化……立法的
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不断增强，助力地方治理水
平不断提升。

从深化“放管服”改革
到加强民生保障，从促进数
字经济到保护数据安全，近
年来，地方立法实践的触角
向重点领域、新兴领域不断
延伸，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机制更加健全，
形式更加多元。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许安标表示，下一步，各
地 要 自 觉 主 动 对 标 对 表
党 的 二 十 大 提 出 的 目 标
任务，深入分析中国式现
代化的立法需求，把立法
决 策 同 改 革 发 展 决 策 更
好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
道 上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代化国家“修好路、铺好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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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更加丰富，立法更接地气
——地方立法实践新观察

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第二十八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地方立法聚焦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不断创新立法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

作为联结人民群众和立法
机关的“民意直通车”，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基层立法联系点
数量不断增长、工作形式不断
创新，“开门立法”成果显著。

“我们以基层立法联系点
为基础，向辖区延伸设立立法
联络单位、立法信息采集点
等，形成了四级联动、各具特
色的工作格局，使立法机关听

取意见的覆盖范围更广，地方
立法实效更强。”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乐
秦说。

湖南充分发挥 9个省级基
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对 60余
件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草案
提出 1000余条意见建议；浙江
建成覆盖全省域的基层立法联
系点工作体系，运用数字化手

段将立法征求意见范围扩展至
全省 112家代表联络站……

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已设立 31 个基层立法
联系点和 1 个立法联系点，覆
盖全国所有省（区、市），还带动
省一级、设区的市一级人大建
立了 5500 多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让立法工作充分汇聚民意
民智。

“小切口”“小快灵”立
法，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
效率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
避免“上下一般粗”、照抄照
搬上位法的问题。近年来，
各地聚焦社会关切，积极探
索“小切口”“小快灵”的立法
实践，让立法更接地气、更有
温度。

以山西出台的《山西省禁
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

为例，规定聚焦治理公共场所
随地吐痰问题，培育引导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介绍，近
年来，当地还开展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立法、制定教育督导条
例等，都是紧盯具体问题，让

“小法办大事”。
广东从粤菜发展的“小切

口”着眼，形成促进粤菜发展
的统一制度规范，以法治之力

擦亮“粤菜师傅”金字招牌；福
建出台规定禁止中学以下学
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短短 5
条规定切中问题要害，受到社
会各界普遍好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表示，
这些地方法规切口小、挖掘
深、措施实，短小明快、精准管
用，把有限的立法资源用到了
解决突出问题上。

“小切口”“小快灵”让立法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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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0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和
电力生产同比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国内外形势，
各地各部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助力能源行业多措并举保供稳
价，能源供需保持总体平稳，为经济恢
复向好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
国能源结构转型加速，风电、太阳能发
电等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能源供需总体平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至 10 月，
我国生产原煤 36.9 亿吨，同比增长
10%；原油 17098万吨，同比增长 3%；天
然气 178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
万成介绍，前三季度我国能源供需保
持总体平稳。

今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加速全球
能源格局调整，叠加疫情对经济运行
的冲击，能源价格持续高位震荡。对
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研判、超前谋
划部署一揽子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措
施，有效应对能源市场波动。

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实行全
国煤炭产量日调度的机制和价格、库
存的监测机制，有效发挥煤电基础性
调节性作用；扎实提升电力安全保供
能力，提前研判电力供需形势，做细做
实保供方案；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不断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各
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政策落地见
效，推动我国能源市场平稳运行。

“目前主要供气企业管道气平均
供气价格多在每立方米 2 元至 3 元，部
分尖峰增量气源价格也控制在每立方
米 4元至 5元，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董万成说，国家同时强化电煤中长期
合同履约监管，从而保障煤炭中长期
交易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以来，多项重大能源工程喜
报频传，不断夯实我国能源安全保障
基础。

7月 1日，白鹤滩至江苏±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竣工投产，这是
我国“西电东送”工程的战略大动脉，
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超 300亿千瓦时。

12 月 7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工程泰安—泰兴段正式建成投产，标
志着我国东部能源通道全面贯通。管
道全长 5111 公里，来自西伯利亚的清
洁能源，从小兴安岭入境，南下抵达上
海，为我国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增强“底
气”。

能源结构转型加速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展势头
强劲，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绿色的动力。

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
容量约 25 亿千瓦，同比增长 8.3%。其

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约
3.5 亿千瓦和 3.6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6%和 29.2%，保持快速增长。

1 至 10 月，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
源工程完成投资 4607 亿元，同比增长
27%。其中，太阳能发电 1574 亿元，同
比增长 326.7%。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
认为，目前我国已具备较完备的新能
源全产业链体系，新能源开发建设成
本不断下降，风电、光伏发电已全面
进入平价无补贴、市场化发展的新阶
段。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
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和分布式
光伏开发建设提速，新能源投资明显
加快。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司副司长王大鹏说，“十四五”及今
后一段时期全球能源将加速向低碳、
零碳方向演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全球一致行动。

他表示，在生产方面，我国也将
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在“三北”
地区大力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
化开发，在中东南部地区积极推进风
电和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在西南地
区统筹推进水风光综合基地一体化开
发，在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推动海上风
电集群化开发。

在消费方面，我国将加快建设新
型电力系统，提升可再生能源存储调
节能力，强化电网基础设施支撑，加强
可再生能源终端直接利用，扩大可再
生能源非电利用规模，推动可再生能
源规模化制氢。

今冬保供煤、气充足

入冬以后，气温骤降。
为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国家

能源集团神东煤炭所属的 13 座矿井、
11 座选煤厂都开足马力生产，并严格
执行防冻措施，加大 21 个装车站点监
管力度。

目前电厂存煤大幅提升，9 月以
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 1.7 亿吨
以上，电煤供应形势持续向好，有效保
障发电供热用煤需求。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核准煤矿项目
14处、新增产能 6200万吨/年以上，推动
进入联合试运转试生产煤矿产能约
9000万吨/年，进一步夯实了煤炭增产保
供的产能基础。”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
长刘涛说，煤炭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10 月底，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大的
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文 23储气库完
成年度注气任务。

从 11 月 15 日开始，国家管网集团
以超过 6 亿立方米的日输气量，开启
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模式”。截至 11
月底，日供气量已突破 7.5 亿立方米，
较上个供暖季提前 18天进入高峰供气
时段。

着眼大局，综合施策，强化自主可
控的能源保障供给能力建设；聚焦关
键，月月抓紧，立足基本国情稳步推进
能源转型变革。扎实做好初级产品供
给保障，才能增添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牢牢稳住国计民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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