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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融合促中西部能源绿色转型

赵春雨

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需强化增量与存量资源统筹，通过推动经

济恢复发展增加税收收入，增加可用财力。同时，要加强体制机制保障，建立

资产盘活情况与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挂钩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出资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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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立足我国能源

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

施碳达峰行动。这些表述，对于我们深刻

认识“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的高质量转型

发展意义重大。作为能源生产与外送基

地，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是我国能源

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如何将这一地区的

“高耗能、高碳排”产业进行低碳绿色转型，

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以产业协

同融合的方式“破题”，不失为一个具备可

行性的好办法。

产业协同融合，是不同行业在技术、产

品、市场等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得

传统产业固有的条块分割被打破，产业边

界趋向模糊，从而构建出新型协同融合关

系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协同融合与产业

间的集聚发展，可以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的

研发应用，实现减污降碳，降低单位效益的

能耗。

而中西部地区是太阳能、风能等新能

源富集地区，还是传统化石能源、矿产资

源、重化工业等高耗能产业集中地区。研

究表明，若通过产业协同融合的方式，将这

些高耗能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产

生低碳排放效果，则可为建设碳捕获、运输

和封存基础设施带来规模经济，实现绿色

转型。

同时，此举还可以就地消纳中西部地

区过剩的新能源电力，解决中西部地区新

能源发展面临的困境，加快产业发展规模

与速度。中西部地区新能源与资源优势也

可借此充分发挥，吸引东部地区相关产业

向中西部布局和有序梯度转移，进一步解

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有鉴于此，应多角度施策，促进高耗能

产业与新能源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应强化区

域、产业的协同联动，在产业布局规划上按

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

统筹优化地区间在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

的功能布局，积极开展区域协调和产业协

作。中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生态系统的承

载力，制定实施本地区产业开发的方案，利用新能源优势，吸引东

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产业联动发展。

另一方面，应逐步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综合能源智慧化。要以

数字赋能实现源、网、荷、储、用全产业链统筹协调发展。依托大数

据系统和信息化能力，打造能源数字经济平台，推动全要素、全产

业链、全价值链深度融合应用，在线监控与辅助决策，促进产业与

生态协同创新发展。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推动新能源基地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电力系统。开

展耗能企业用能信息广泛采集、能效在线分析，依托精细化功率预

测、优化调度、需求侧响应等一系列集成技术手段，以高效、智慧的

调度运行体系实现源、网、荷、储、用互动、多能协同

互补、用能需求智能调控，提高全产业链的统筹协调

发展能力，促进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应对财政收支矛盾，除了做大“蛋糕”，

盘活存量资产也至关重要。近日，财政部

发布通知要求，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

类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建立健全资产盘活

工作机制，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

置等多种方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

这个部署，直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利用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规模持续增长。统计显

示，2020 年，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43.5 万亿元、负债总额 11.2 万亿元、净资产

32.3 万亿元。其中，行政单位资产总额 15.3

万亿元，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28.2 万亿元。

可以看出，行政事业单位“家底”颇为

丰实。同时，在现实中，部分资产统筹不

够、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较突出。比如，一

些地方和单位的房屋、车辆、大型仪器等配

置不合理、利用率低，放着当摆设、蒙尘闲

置。看似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实则造

成极大浪费。

推进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一

个直接的背景是当前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

出，必须开源节流。今年以来，受多重不

利因素冲击以及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影

响，财政收入形势严峻。虽然实现逐步企

稳回升，但由于支出的刚性，在较长时间

内，财政收支还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应对这个挑战，需强化增量与存量资源统

筹，一方面通过推动经济恢复发展增加税

收收入，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资产，想方

设法增加可用财力。最大限度发挥资产使

用价值，对现有资产充分挖潜，正是贯彻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今年以来，地方非税收入保持

较快增长，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多渠道盘活

闲置资产的收入增加。同时，盘活、利用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空间还很大。正如

财政部指导意见提出的，要实现“全面覆

盖”，将行政事业单位低效运转、闲置的房

屋、土地、车辆、办公设备家具、大型仪器、

软件等资产纳入盘活范围，充分发挥资产

效能。此外，货币形式的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也要按照预算管理规定予以管理和

盘活。

应该看到，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除了资产规模

庞大，还具有资产形式复杂、涉及部门单位

众多等特点。这就需要各地结合实际，区

分资产类别，有针对性地确定自用、共享、

调剂、出租、处置等不同盘活方式。近年

来，一些地方创新方式，比如实施公物仓管

理，将闲置、超标、低效运转、可修复使用的

资产统一纳入公物仓集中管理、调配使用，

推进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提高资产使用效

益，切实做到物尽其用。这些创新做法可

以加以总结、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盘活不能随意进

行，必须加强规范管理，确保合法合规。在

审批、处置中，要警惕发生“寻租”行为，防

范借盘活资产名义，对无需处置的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进行处置或者虚假交易。

相关收入要按照本级财政部门的规定，上

缴国库或纳入单位预算管理，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中饱私囊。

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要加强

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

全现代预算制度”。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

制是预算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完善

结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将依托行政权力、

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等全面纳入预算

管理，建立资产盘活情况与新增资产配置

预算挂钩机制，推动低效运转、闲置资产的

调剂使用。政

府过紧日子是

必须长期坚持

的 方 针 ，盘 活

国有资产也要

在制度保障下

长 期 、高 效 进

行 ，杜 绝 资 产

沉睡、闲置，最

大程度发挥出

资产效能。

来自国家网信办的信息显示，

近期，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

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国家网信

办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依法查处 135 款违法违规

App。这些软件中，有的存在强制索

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同意向第三方

共享精确位置信息、超范围收集上

传通讯录、无隐私政策等问题，性质

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置。针对此，

要始终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持

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日常监

管，不断加大执法工作力度，筑牢个

人信息“安全堤”。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