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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二十大进一步明确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是

去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实现速度、效能和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

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

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而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新

阶段和新时代的必然，突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的生成逻辑。

陕西能源资源储备丰富，类型多样，其中传统能源以煤

炭、石油为主；新能源则以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为代

表。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领域数字化融

合发展等措施，从理论上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陕西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路径。

1　陕西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困境

1.1能源发展资源基础

陕西传统能源以石油、煤气、天然气、岩盐为主[2]。风

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在绿色项目研发上，批准了多项涉

氢重点科技研发项目和氢能产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项目立

项，为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1  陕西省传统能源储量

能源 
种类

区域面积 探明储量 预测储量
全国 
排名

石油 37万平方公里 35.12亿吨 40亿吨 3

煤炭 5.7万平方公里 3800亿吨 6690亿吨 4[3]

天然气 8万平方公里
11992.67  
立方米

11.7万亿
立方米

2

煤层气
41.7万平方

公里
50.78亿   
立方米

54.4亿   
立方米

2

岩盐 3.4万平方公里 8865亿吨 6万亿吨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局

目前，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阶段，陕西省以新质生产

力为驱动，加快能源领域绿色、环保、低碳发展。推动能

源生产结构多元转变，促进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建设绿色

可持续的新型能源体系。增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转

型以及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不断加大扶持力度[4]。在科技创

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和政策扶持下，新

质生产力发展有了较为广阔的前景。在重点核心技术攻关

方面聚焦解决科技创新难题，实现以产业技术升级带动新

质生产力的孵化和培育，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5]。加强未

来产业规划和产业协同创新来巩固优势，锻造能源领域新

质生产力的不断壮大。

1.2能源新技术与转型高效能发展

新质生产力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高效能的特点，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优化、产业升级等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降低能源消耗和浪费，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技术创新上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取得显

著成效，每年减排CO₂600余万吨、SO₂500余吨。在产业优化

上通过煤炭产业升级，推动煤电一体化利用效率，加强能

源产业链协同发展。市场主体上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在保

障能源供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支持竞争力强的民营企业

进入市场。

“十四五”期间，计划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全国领

先、陕西特色的产业集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截至2023年，陕西能源生产总量较1949年

增长了1563倍，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均位列全国前位,

围绕“源网荷储”一体化和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推进能

源系统产业链全方位、深层次协同合作。通过新能源+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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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和“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新质生产力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

力。从传统煤油气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转化和新技术创新，到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以高质量发

展构建“双碳”目标推进战略性转型。分析新质生产力助力陕西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困境，从新质生产力推动陕西能

源新技术发展，生产要素与创新驱动，新产业融合发展的赋能作用三个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加速陕西

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包括加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互补、提升能源领域绿色创新能力、推动能源领域数字化深

度融合发展。实现能源领域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能源高质量发展；陕西；实践路径



9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融合，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3新质生产力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尽管陕西省在能源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但在能源结构中传统能源占比仍较高，新能源储能

不充分。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和产学研转化能力不足，

产业协同链上下游缺乏高效协作，政策体系落实不到位等

情况。同时，产业协同和市场机制有待加强，能源产业的

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能源服务等领域产业链条较短，

资金和技术门槛高，导致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

高，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能源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交易

机制等影响了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新能源行业的配套保

障服务体系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发展积极性。

2　新质生产力赋能陕西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体现“新”的内在特征，是蕴含新技

术、新产业和新要素的先进生产力，新技术以数字技术和

智能化技术为引领，新要素是以人才、资料等生产要素的

精细化匹配实现生产资料的迭代升级。新产业是产业结构

和规模、产业关联度等不断走向高端化、精细化和服务精

准化。

2.1新技术推进能源高质高效高附加值利用

新质生产力赋能能源技术迭代和新技术发展，逐步优化

能源产业结构，形成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资源特色的能源

发展道路。首先，新技术持续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产品

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煤化工领域能耗高、排放大依然是

瓶颈。其次，新技术优化石油产品和产业的发展，更加突

出高品质、高附加值和低碳石油化工产业的转型，如石油

催化裂解技术创新可实现减油增化和精细化工的高质量发

展[6]。最后，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技术成熟，是优化能

源产业结构，推进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撑，陕西省十四五

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提高清洁能源占比。按

照风光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模式，优化各类

电源规模配比。

表2  2020-2023年陕西省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统计（亿千瓦时）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总发电量 2278.3 2615.8 2728.0 2945.8

风能发电量 81.6 138.6 157.2 170.8

风电占% 3.58 5.30 5.76 5.8

太阳能发电量 67.3 84.6 105.4 196.2

太阳能占% 2.90 3.23 3.87 6.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局

2.2新质生产力以生产要素提升能源高质量创新驱动力

能源高质量发展以推动生产要素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提升创新驱动力，首先是创新资源，包括人才资

源、科研资金和科研设施等要突破瓶颈为新质生产力提供

动力。其次是新技术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技术

的结合。最后是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优化，以陕西省十四

五规划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信息技术、数据要素和

智能化为载体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拓展了生产力要

素的发展空间，能源技术与新材料、精细化工、低碳和高

效储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形成了新的技术发展路径和高效性

模式。

2.3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高质量融合发展包含信息技术、大数据与高端智造的

融合，新产业新业态的相互融合，基于“双碳”目标下优

化能源科技创新资源。新质生产力要顺应社会能源结构需

求，推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生产，电力高效存储、电化学

储能新材料等技术的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数据资源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

创新的核心要素，通过资源整合突破有形生产要素的资源

边界,重构生产要素体系,实现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赋能,

并不断迭代更新与优化重组[7]。在此基础上不同能源产业通

过强强联手形成产业集团，推动能源产业不断向新技术、

智能化发展。另外还有产城融合发展模式，整合优化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发展平台，如加快建设西安科学城、

西部科技创新港和杨凌农科城、榆林科创新城、宝鸡科技

新城等，形成全省科技创新主要聚集板块。

3　新质生产力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3.1加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互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重，建设足够数量和规模的能源生

产、运输和配送设施。首先，提高能源生产设施的稳定性

和灵敏性，升级改造并配备新设施。火力发电采用超临界

和超超临界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和可靠性，风力发电场采

用智能控制系统，提高输出稳定性。

其次要优化能源配送设施，构建完善的能源运输网络。

电力生产多元化，加强对智能电网的建设确保电力传输高

效化、节能化。以技术创新解决各种技术瓶颈，积极研发

能对各类清洁能源进行安全高效的储存的新型储能技术，

扩大储能技术的应用范围，提高储能系统的整体性能。

最后，加强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互补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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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在市场

机制方面，建立公开透明的能源市场交易平台，允许传统

能源和新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线上线下多平台交易。并采用

更高效、更灵活的价格制定政策。

3.2提升能源领域绿色创新能力，推动陕西新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转型的

核心在于新质生产力，其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实现转型

首先要革新绿色低碳的产业供应链，优化绿色生产方式和

循环经济模式，推动绿色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要着力提

升企业对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完

整的绿色产业链和循环体系。

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驱动陕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运用市场化机制，推动绿色创新资源向新能源产业

汇聚，加强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创新力量在核心绿色

技术领域的协同合作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市场因素上，

不断完善绿色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健全绿色技术标准和评

价体系。在法律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促进绿色技术

创新主体发展,为市场提供坚实的保障与动力。

3.3推动能源领域数字化深度融合发展

通过互联网数字平台加快能源领域数字化融合发展，形

成“能源资产市场”[8]。包括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化升

级，促进能源与数字产业的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技术将

能源生产、传输、储存和消费等环节连接起来，提高能源

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海量数

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发现潜在的规律和趋势，为能源

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能源区块链技术升级，包

括能源微电网、区块链能源交易系统、能源信息安全等领

域[9]。区块链技术因其交易自主性强、监管成本效益高以及

高保密性和安全性等优势，能够显著提升数字信息生态系

统的精确度、安全层级及透明度，从而在支付系统到公共

政策等多个领域内引发运行方式的革新,保证能源领域持续

安全稳定发展。

倡导能源和数字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等跨界协作，共

同开辟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积极支持能源领

域数字化融合发展项目，增加对核心技术研发的财政、政

策、人才和技术扶持。

4　结语

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科技进步与创

新，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促进了能源产

业供应链优化升级，新能源产业的培育，数字化和智能化

经济的推进。优化能源产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转型升

级，解决能源领域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推进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驱动力，以实践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赋能作用。

陕西是能源和科教大省，新质生产力赋能陕西能源高质量

发展具有区域和先发优势，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硬

道理，需要新的生产力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逻

辑，塑造区域能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面对陕西能源产业

的现状、优势提出了加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互补，加

快数字化融合发展等关键路径。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

能源产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为陕西能源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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