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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能源合作治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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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发展植物工厂意义重大。作为高端

设施农业，植物工厂不仅有利于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创新蔬菜产业链供

应链，还可以试验示范诸多农业前沿技术，实现现代农业和工信业融合；既

顺应农业强国建设的需要，也符合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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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工 厂 走 出 国 门 的 启 示

卡塔尔世界杯比赛刚刚落幕。欣赏和

回味比赛之余，细心的人们还注意到一条

赛事之外的新闻。据报道，两位中国年轻

人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智能 LED 植物工

厂技术，在卡塔尔生产的 30 多种蔬菜很是

畅销，走上多支参赛球队的餐桌。

在 植 物 工 厂 里 ，蔬 菜 的 头 顶 没 有 太

阳、脚下没有土壤，取而代之的是 LED 灯

和营养液。植物工厂集生物技术、工程技

术等高新技术于一体，使农业从资源束缚

中解脱出来。叶菜一年可收获 10 多茬，产

量是露地的几十倍，极大提升了劳动生产

率；无土栽培，多层立体种植，显著提升了

土地利用率；投入品可控且标准化，产品

更符合绿色生态要求。卡塔尔属热带沙

漠气候，很多蔬果需要进口。可以说，在

当地种菜颇为不易，植物工厂受欢迎也实

属必然。

对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发

展植物工厂意义更是重大。作为高端设施

农业的一种，植物工厂不仅利于构建多元

食物供给体系，创新蔬菜产业链供应链，还

可以试验示范诸多农业前沿技术，实现现

代农业和工信业融合。目前，中国已掌握

了植物工厂的五大核心技术，成为少数几

个完全掌握植物工厂核心技术的国家之

一。其中，LED 人工光源技术更是核心技

术的核心，在这方面中国已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发展植物

工厂，既顺应农业强国建设的要求，也符合

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既体现农业发展量

的突破和质的跃升，又彰显打破常规的后

发优势和赶超态势。具体看，有三方面启

示值得总结。

启 示 之 一 是 农 业 科 技 要 自 立 自 强 。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农业

竞争合作格局日趋复杂。我国农业科技

形 成 了 少 量 领 跑 、多 数 并 跑 和 跟 跑 的 格

局。当前，部分前沿领域基础研究的创新

能力不足，重要种源、农机装备、智慧农业

等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能力不强。核心种

源和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靠加快科

技创新，多出突破性成果。植物工厂并非

中国首创，但中国却堪称技术集大成者。

这离不开尊重科研规律和农业特点，久久

为功，长期积累，也离不开农业与二三产

业的深度融合，统筹资源力量，集成创新

合力。

启示之二是正确对待农业“火花”技

术。近年来，我国农业领域涌现出多年生

稻、耐盐碱大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

众多创新“火花”。这些技术吸引着公众眼

球，让人期盼产业的颠覆性变革，但同时，

实验室成果短期难快速落地，也难免让人

心怀观望情绪。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新

生事物，考验着地方发展的眼光。植物工

厂就是早年的“火花”技术，发展正是得益

于鼓励和尊重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要建

立农业“火花”技术捕捉、评价、培育、监测

机制，重点支持可行性强、带动力大的“火

花”技术，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启示之三是创新链应与产业链融合。

长期以来，农业科技与产业“两张皮”，成果

转化率不高。其实，植物工厂发展初期也

面临诸多瓶颈，尤其是建设成本高、运行能

耗大以及如何优质优价。算好成本效益账

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关键。近年来，

中国成为植物工厂产业化发展最快的国

家。在生产起点，很多工商资本跨界进入；

在消费终端，产品走入餐馆和家庭。链条

两端的新动态恰恰号对了农业的“脉”，就

是以技术为

先 导 ，把 现

代 管 理 理

念 、组 织 方

式 、营 销 手

段 引 入 农

业 ，再 倒 逼

技术熟化和

迭 代 ，实 现

更多“从 1 到

N”的发展。

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

会提出，中方愿同阿方开展能源科技研发

合作，加强能源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公平公

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这彰

显了我国一直以来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和

地区能源合作治理的诚意与决心。在“双

碳”目标要求下，通过有力作为，为全球能

源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应有力量，有助于推

进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有利于维

护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格局。

当前，能源治理面临新挑战、新问题。

《世界能源展望 2022》指出，能源转型与能

源安全之间冲突加剧，能源治理不足与能

源消费过热之间的波动加大，能源治理中

的问题不断积累。面对新挑战，我国依托

超大规模的国内能源市场优势，以巨大能

源市场需求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强与有

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动效应，提升“双

边—多边”能源合作治理的质量和水平，努

力探索优化能源合作治理的新平台、新通

道、新方式。

比如，我国通过持续加强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在能源治理问题上的紧密合

作，形成区域性能源产业合作新格局，还

积极构建与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

能源合作机制，发挥区域性能源治理合作

新平台的作用。通过加快完成由“双边—

多边”能源治理的“有效参与”向全球能源

治理“主动引领”转变，开辟“区域性—全

球化”能源合作治理新通道。扩大重大能

源问题的治理主体范围，通过企业、高校

等积极参与能源合作治理，拓展共同治理

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和碳排放等问题的新

途径。

进一步而言，面向未来，须牢牢把握主

动 ，提 升 我 国 在 能 源 合 作 治 理 中 的 总 体

水平。

从国际视角而言，应遵循以我为主、深入整合能源合作治理的

基本要素。要倡导并遵循公正合理的能源治理价值观，以能源安

全、共享与可持续为核心价值，树立公正的能源治理观。构建科学

有效的能源治理基本规则，创新合作机制与手段，优化合作工作的

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

从合作的技术层面来讲，要以效能为本，构建更加有效的能

源合作治理能力体系。在能源合作治理过程中，要努力提升中

国方案的可推广性与可持续性，围绕合作能力积累经验，扩大比

较优势。特别是在国际能源议题设置能力、高效能源治理的政

府架构、能源治理领域的外交合作、高水平国际性能源事务人才

储备以及推进国际能源市场活力的手段等问题上，坚持“有效、

互利的合作治理”基本原则，在合作达成的有效性上发挥积极

作用。

此外，还要扩大认同度，全面展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在气候变化、能源供应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拓宽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资

源进口渠道，采取更加主动的政策供给、规划对接

和机制协调，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气候变化全球

议题、环境保护等话题上寻找共同点。

近日，一些地方出现涉疫物资

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情况，扰乱市场

秩序，引起各地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比如，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大涉疫医疗药品、抗原检测试剂、

防护用品三类涉疫物资价格监管执

法力度，开展线上线下巡查检查，集

中摸排哄抬价格违法线索，依法从

严从快查处，并于16日晚公布首批

9 个哄抬涉疫物资价格典型案例。

各地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还综

合运用提醒告诫、行政约谈等方式

引导企业依法诚信经营。随着涉疫

物资价格监管力度加强，哄抬价格

的乱象将无所遁形。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