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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科

全国耕地面积连续两年净增
本报记者 黄晓芳

2022 年 我 国 启 动 实 施 大

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这是实

现国产大豆振兴的重要举措，

也是持续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的题中之义。我国在提

升国产大豆产能和供给水平的

同时，还需要拓展国产大豆消

费空间，推动国产大豆供给消

费达到科学的动态平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我国对大豆的刚性需求

不断增强。然而，受单产水平

低、种植效益低等因素影响，我

国大豆的自产能力不足。从用

途看，国产大豆主要用于食用

领域，进口大豆用于压榨豆油

消费和豆粕饲用。2022 年，国

产大豆产量首次突破 2000 万

吨，我国食用大豆消费量大约

为 1650 万吨，国产大豆消费空

间有待拓展。

大豆及其制品具有很高的

营 养 价 值 ，蛋 白 质 含 量 约 为

35%，属优质蛋白，含有人体所

必需的各种氨基酸，尤其富含

谷物蛋白质缺乏的赖氨酸。大

豆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

素和功能活性物质，增加大豆

摄入有利于改善多不饱和脂肪

酸比例过高的现状，对促进平

衡膳食，改善健康状况有着积

极的意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建议多吃大豆及其制

品 ，推 荐 每 周 摄 入 105 克 至

175 克的大豆或等量豆制品，

而我国居民每日大豆及其制品

的摄入量仅为 10.3 克。

一般来说，国产大豆包括

黄豆、青豆和黑豆。随着消费

人群、消费场景的细分，大豆产

品体系也越来越丰富。我国应

发挥国产大豆的优势特点，重点发展食用大豆。国产大豆

产业链条短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目前，仅有少数企业建

立了大豆全产业链，大部分加工企业仅从事简单的加工和

压榨，产品初级，品种单一，缺乏市场竞争力，产业集中度较

低。未来国产大豆加工企业要围绕大豆的食用价值、功能

价值、工业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度开发，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

转变，由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转变，走特色产业发展道路。

建立健全国产大豆产业体系，延长国产大豆产业链，促

进国产大豆健康消费，是拓展国产大豆市场空间、满足人民

群众更高质量健康要求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大食物观”

“向植物要蛋白”的重要举措。为此，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在政策层面要强化对国产大豆产业发展的顶层

设计，构建、完善与大豆产能提升相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按照国际大豆市场的通用做法，建立国产食用大豆和

进口压榨大豆分类管理体系，明确国产大豆的优势特质、市

场定位，提升市场竞争力。

其次，在供给端要突出国产大豆特色特质。进一步加强

优质大豆品种的选育，提升国产大豆供给品质的稳定性。鼓

励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加大对豆类产品的基础性研究、产品

创新升级等相关科研投入。充分发挥大豆加工企业对产业

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展创新链、提升价

值链，激发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为消费市场提供花样

繁多、品质优异、消费多元的豆制品及豆制食品。

再次，在消费端要依托“健康中国”战略开展宣传引

导。通过设置活动日、专项行动、公益宣传等一系列举措，

强化对国产大豆营养价值、健康膳食理念的科普宣传和消

费引导，培育居民消费理念，推动国产大豆制品、食品更多

更快走上居民餐桌。

（作者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全球能源结构重

塑，海上风电成为我国推进能源转型的重要

抓手。在近日举办的海陵岛国际风能大会

上，专家表示，随着海上风电快速成长，规模

效应逐渐显现，更大型的风机、更多样的安装

形式、更多元的开发方式，都将在海上风电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装机量全球第一

在浙江省台州市披山岛西北侧的近海海

域，华电玉环 1 号海上风电场北区 22 台大型

风机叶片徐徐转动，将风能转化成电能，通过

电网点亮千家万户。同时，浙东南最大的海

上风电项目——玉环 2 号海上风电场已获得

核准批复，预计在“十四五”时期末建成投

运。届时，玉环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近 30 亿

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将超 40%。作

为华东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台州的清洁能

源并网年发电量将超 350 亿千瓦时。

“这些清洁电能在电网的智能调度下，可

满 足 近 1200 万 户 普 通 家 庭 一 年 的 用 电 需

求。”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发展部规划前期专项

职责管理员高挺介绍。

相比陆上风电，我国海上风能资源更丰

富，可显著节约土地成本，且更靠近中东部用

电负荷中心，便于输电和消纳，有利于产业可

持续发展。数据显示，近海水深 5 米至 50 米

范围内，风能资源技术开发量为 5 亿千瓦，深

远海风能可开发量更是近海的 3 倍以上。

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

长。2022 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吊装容量 516

万千瓦，约占全球的 54%；累计吊装容量 3051

万千瓦，同比增长超过 20%，持续保持全球第

一位。风机大型化趋势明显，从 2011 年至

2021 年，国内新增海上风电平均单机容量从

2.7 兆瓦提升至 5.6 兆瓦，2022 年下线的新型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的 平 均 单 机 容 量 已 达 11.5

兆瓦。

考虑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需要，各地

开发海上风电意愿强烈。上海、广东、山东、

浙江推出地方补贴，各省海上风电规划已超

1 亿千瓦。企业积极研发新机型以适应行业

快速发展，2022 年我国对外宣布下线的新型

海风机组达到 12 款。机组大型化继续提速，

金风科技下线 16 兆瓦机型，中国海装完成 18

兆瓦主机装配，快速更新的大型机组让海上

风电的造价大幅下降。

随着海上风电项目布局的加快和对海域

环境的不断探索，海上风电产业逐渐向大功

率、深远海挺进。《“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提出，优化近海海上风电布局，开展深

远海海上风电规划。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十四五”

期间，海上风电发展的重点是打基础，要推动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业发展。预计 2030 年海

上风电累计装机量将达 2 亿千瓦。

推进商业化开发

近几年，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利用已

趋饱和，且面临与近海养殖、渔业捕捞、航线

开发等争夺有限资源等问题，发展空间受到

挤压；而深远海可开发范围更广，风能资源更

丰富，风速风频更优质，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

展已成必然趋势。

海上风电走向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将起

到关键作用。在近海区域开发风电，由于水

深较浅，通常采用底部固定式支架作为基础，

以保障风机可以安稳屹立在大海中。但这种

安装方式只适用于浅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海上风机的发展规模。为突破水深限制瓶

颈，漂浮式海上风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浮式风电平台是一种可在水中漂浮并捕

捉风能发电的装备。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仍

处于样机测试及示范工程阶段。前不久，“海

油观澜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启航仪式，它是我

国首个工作海域距离海岸线 100 千米以上、

水深超过 100 米的浮式风电平台。

海油工程设计院浮体部经理杨小龙介

绍，“海油观澜号”装机容量为 7.25 兆瓦，在单

位千瓦投资、单位千瓦用钢量、单台浮式风机

容量、抗台风性能等多项指标上，均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阳江分

公司副经理黄俊表示，我国海域台风比较

多，海洋环境恶劣，漂浮式风机的可靠性是一

大挑战。此外，浮式风电目前成本还比较高，

要和制氢、海洋牧场等多元业态结合，开展综

合利用以降低成本。

“保障海上风电快速发展与海上产品质

量的平衡，控制产品的高可靠性至关重要。”

金风科技海上风电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宁巧珍

预测，通过提升可靠性等措施，未来可实现大

部件故障率从 3.5%降到 1.5%，故障下海次数

从每年 5 次下降到 1 次，按照目前海上装机约

3000 万千瓦计算，全生命周期内海上风电运

维成本将减少 700 亿元以上。

融合发展成趋势

我国海上风电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

益于中央财政补贴政策。根据《关于促进非

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2 年后新增海上风电不再纳入中央财政

补贴范围，由地方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支持。

考虑到目前我国海上风电成本较高，实现平

价上网仍有难度。

为应对海上风电的平价上网挑战，除了

向机组大型化、高稳定性方向发展，立体化融

合开发是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当前海上风电

开发的主流方式只有单一发电功能，如果发

电之外利用既有基础设施改建发展养殖业，

或是就近消纳电能用于制氢、海上油气平台

生产等，海上风电项目就有了成本下降的

空间。

3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加快油气勘

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通过海上风电开发为油气平台提

供绿色电力，替代分散式燃气或燃油发电，形

成海上风电与油气田区域电力系统互补供电

模式。

“海油观澜号”是全球首个给海上油气田

供电的深远海风电平台。中国海油新能源分

公司工程建设中心总经理康思伟介绍，“海油

观澜号”投产后，风机年发电量将达 2200 万

千瓦时，所发电力通过 1 条 5 千米长的动态海

缆接入海上油田群电网，用于油气生产。

中国海油执行副总裁兼新能源部总经理

杨云表示，进军深远海风电是中国海油结合

油气主业，探索新能源产业差异化发展的一

条新路径。发展海上风电，不仅能直接带动

船舶工业、海洋养殖、氢能等产业发展，还可

以与其他领域组合，促进我国海洋经济与地

方经济发展。

立体化融合发展还有更多解法。2022

年 1 月，明阳集团广东阳江沙扒深海渔业养

殖实验区完成首次收鱼，在高集成度的处理

流程、冷链全覆盖支持下，24 小时内就能被

摆上餐桌，这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风电+海

洋牧场”示范区实践成功，开创了世界深远海

抗台风养殖的先河。2022 年 11 月，明阳集团

东方 CZ9 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动工，将建设

成“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水制氢”立体化

海洋能源创新开发示范项目。

“通过海上风电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项目

整体边际成本得到改善。”明阳集团副总裁叶

凡说，海上风电开发要打造集多种能源或资

源于一体的海上综合能源系统，构建“水下—

水面—水上”海洋空间立体开发格局，形成海

上综合能源开发模式。

自然资源部近日称，2022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

查初步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耕地净增 130 万亩，

是继 2021 年全国耕地总量净增后第二年实现净

增加。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2 年中国自然资源统计

公 报》显 示 ，全 国 有 耕 地 12760.1 万 公 顷 、园 地

2012.8 万公顷、林地 28352.7 万公顷、草地 26427.2

万 公 顷 、湿 地 2357.3 万 公 顷 、城 镇 村 及 工 矿 用 地

3596.7 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1018.4 万公顷、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 3628.7 万公顷。

2022 年，我国建设用地仍保持一定增速，全年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76.6 万公顷，同比增长 10.9%。

公报显示，从 2021 年开始，全国地质勘查投入

呈增长态势。2022 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 1008.4 亿

元。其中，全国油气地勘投入 822 亿元，同比增长

2.9%；非油气地勘投入 186.4 亿元，同比增长 7.2%。

全国新立探矿权 362 个，出让收益 126.1 亿元；

新立采矿权 1384 个，出让收益 1338.9 亿元。

在海洋资源利用方面，2022 年全国批准用海面

积 19 万公顷，同比下降 16%。批准用岛 10 个，用岛

面积 135 公顷。

据悉，目前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315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5 万平方

公里。

自然资源部综合司司长杜官印介绍，今年一季

度，探矿权新立登记 96 个，同比增长 29.7%，其中煤

炭、石油、天然气、金矿、铁矿、锂矿等战略性矿种

46 个。

杜官印表示，自然资源部正积极推进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重点围绕紧缺和战略性矿产，加

强国内勘查开发，推动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增储上

产。自然资源部还将继续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

修订矿业权出让收益管理制度和矿业权登记、交易

制度，降低企业负担，繁荣矿业市场，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找矿。同时，将加快启动矿产资源勘查重大专

项，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内

战略性矿产勘查开采差别化管控。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赵毓芳

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用地审批数据看，全国批准项

目用地预审 73.9 万亩，同比增加 51.7%，交通运输、

水利设施、能源用地占比分别为 72.5%、6.3%、6.6%。

同时发布的 《中国海洋灾害公

报》 显示，我国沿

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1980 年至

2022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5 毫米/年；

1993 年至 2022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4.0

毫米/年，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2022 年，中

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 94 毫米，为 1980 年以来

最高。

“按照地面 100 千米服务

半径测算，中小机场覆盖了约

50%的 国 土 面 积 、接 近 60%的

人口，是我国机场行业发展的

主力军，也是完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出

行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日

前举行的第五届民航中小机场

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上，中国

民用航空局副局长韩钧表示。

韩 钧 介 绍 ， 10 年 来 ， 我

国中小机场建设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一是机场布局不断完

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展。中小

机场在提高航空运输覆盖面、

更好服务人民群众航空出行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保障

能力不断提升，综合效益更加

凸显。三是建设水平迈上新台

阶，积极打造品质工程。中小

机场建设工程攻克了各类复杂

环境下的技术难关，在高原地

区、黄土地区、高维度永久冻

土区建设机场的技术逐步成

熟。四是安全基础持续夯实，

管控能力稳步提升。五是运营

模式不断创新，服务品质持续

提升。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共

有颁证运输机场 254 个，其中

206 个 属 于 年 旅 客 吞 吐 量 在

200 万人次以下的中小机场，

占比达到 81.1%。

不过，我国中小机场依然

存在布局规划有待完善、服务

保障能力仍需提升、安全基础

还不牢固、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运 营 管 理 机 制 有 待 健 全 等

问题。

2020 年年初，中国民航局印发《中国

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将实现标杆机场引领

世界机场发展，全面建成安全高效、绿色环

保、智慧便捷、和谐美好的“四型机场”，为

全方位建设民航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民航局机场司司长张锐表示，平

安机场建设需要从 5 个方面努力。一是强

化工作责任落实，有效破解中小机场运行

环境复杂问题。二是强化集团

统一管理，合理解决中小机场

人员资质能力问题。三是强化

主要领导认识，全面推动中小

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四是

强化专项课题研究，持续提升

中小机场应急处置短板。五是

强化监管效能提升，研究开展

中小机场差异化监管。

在绿色机场建设方面，专

家建议，从全周期和全链条抓

好绿色机场建设。聚焦航空器

地面运行碳排放的主要矛盾，

加大各方协同，切实降低碳排

放。积极探索应用风能、光能、

地热能等清洁能源，科学优化

能源使用。首都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曹喆懿

表示，首都机场集团因地制宜

推进光伏发电、储能技术、地源

热泵等项目建设，加速提升可

再生能源占比。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韩

钧建议，依托智慧化手段推动

中小机场系统性转型，健全新

技术认定标准。淮安涟水国际

机场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广辉

表示，淮安涟水国际机场稳步

提升智慧 化 水 平 。 一 是 按 照

协同、融合、集成的智慧机

场运行模式，打造机场综合

运控中心。二是拓展空地协

同运行平台，探索建设飞行

区管理平台。三是聚焦智慧

出行和智慧物流。建设行李

全流程追踪等系统，实现旅

客全流程自助服务。建设货

运和货检管理系统，全面提

升物流运转效率。

如何开展人文机场建设？

专家建议，以提升中小机场航班放行正常

率为关键环节，着力提高旅客的出行效

率，鼓励中小机场推出更具有差异性、辨

识度的服务产品。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和

健全激励机制。

增强中小机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

强化运营支持。韩钧呼吁，地方政府要强

化对机场公共基础设施定位的认识，进一

步加大对中小机场的建设运营支持。

﹃
四型机场

﹄
建设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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