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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

一、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12 月 24 日

2020 年 12 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大类 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

2020年 12月中旬与 12月上旬相比，33种产品价格上涨，13种下降，4

种持平，其中煤炭、柴油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
本期价

格（元）

比上期价格

涨跌（元）

涨跌幅

（%）

无烟煤（洗中块） 吨 900.0 0.0 0.0
普通混煤（4500大卡） 吨 539.5 26.6 5.2
山西大混（5000大卡） 吨 612.0 26.2 4.5
山西优混（5500大卡） 吨 659.8 18.0 2.8
大同混煤（5800大卡） 吨 681.8 16.0 2.4

焦煤（主焦煤） 吨 1380.0 2.5 0.2
焦炭（二级冶金焦） 吨 2148.5 52.8 2.5
柴油（0#国Ⅵ） 吨 5356.3 129.8 2.5

二、国家能源局

2020 年 12 月 22 日

2021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作题为《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

战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能源保障》的报告，为明年

能源工作指明方向、划出八大重点。

（1）着力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持续提升能源自主保障水平，增强能源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确保国

家能源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把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作为保障油气安全的“压舱石”。要完善产供

储销体系，认真抓好中俄天然气东线南线建设，力争开工建设川气东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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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西三线中段等一批重大项目，全力打造“全国一张网”，积极推进东

北、华北、西南、西北等“百亿方”级储气库群建设。要夯实煤炭煤电兜

底保障，多渠道保障供应，确保不出现短供断供问题，因地制宜做好煤电

布局和结构优化。要深化电力安全监管。

（2）着力提高能源供给水平

持续做好能源绿色转型发展这篇大文章，推动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条

件下的能源高质量发展。要加快风电光伏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总量较“十三五”有大幅增长。要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建设，按期建成投产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福清核电 5、6号机组等重大项目。要大力提升

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大力发展抽水蓄能和储能产业，加快推进“风光

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要深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

发利用，大力推广煤矿绿色生产开采和智能化建设。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电

网建设，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3）着力升级能源消费方式

坚持节约优先战略，把节能提效贯穿能源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加快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新方式。要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推广综合能源服

务，着力加强能效管理，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要扎实推进冬季清洁

取暖，全力做好天然气、电力、煤炭供应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积极推广生物质、地热、核能等供暖新模式，确保 2021年实现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率 70%的目标。要持续释放能源惠民利民红利，有效衔接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继续做好光伏扶贫收口工作，启动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

工程，扎实推进“互联网+”充电设施建设，推动构建智慧能源系统，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用能需求。

（4）着力推进能源科技创新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赶超跨越步伐，确保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加快核心技术装备新突破，大力实施能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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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装备补短板行动，明年要力争在 5-10万千瓦燃气轮机，特高压套管、

分接开关、绝缘材料，1.2万千瓦海上风电等领域取得突破，全面推进煤

电控制系统和芯片国产化替代。要努力打造能源技术装备新优势，加快能

源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加强北斗系统、5G、区块链等新技术新装

备在能源领域的推广应用，持续推进三代核电、小型核反应堆、风电、光

伏等优势技术创新和工程实践，抢占能源科技制高点。要深化建设能源科

技创新新平台，积极推进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论证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5）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着眼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快构建

和完善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相衔接的电力市场体

系，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辅助服务市场建设，进一步推动电力交易机构独立

规范运行和增量配电试点项目落地，推动电网企业尽快剥离装备制造业

务，进一步扩大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不断释放电改红利。要深化油气体

制改革，推动全面放开上游勘探开发市场，研究制定管网运行调度、管容

分配和应急保供等规则，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不断完善“X+1+X”的油

气市场体系，稳步推进油气交易平台建设。要积极推进能源法治建设，推

动能源法、电力法、国家石油储备条例、煤炭法列入国务院 2021年立法

工作计划，力争尽快出台。

（6）着力加大能源监管力度

落实能源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大

力提升监管工作效能，推进能源制度机制建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

保三年内实现居民用户和低压小微企业“三零”服务、高压用户“三省”

服务。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编制完成国家能源局权责清单，大力

推进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设，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知

承诺制。要扎实开展重点任务监管，重点开展清洁能源消纳、煤电及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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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落后产能监管，创新推进能源行业信用监管，着力解决行业反映强烈

的问题。要强化监管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与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对

接联通，探索 12398 热线互联网应用新手段，加强派出能源监管机构建

设。

（7）着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要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切实加强与周边国家能源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电力、新能源、油气等领域合作，加大“一带一路”

绿色能源合作水平。要积极推动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更多运用国际

规则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建设运营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组

织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加强与主要国际能源组织沟通

交流，推动构建以公平合理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用好新时代中国能源

发展白皮书，持续推进“能源可及性”“能源转型发展”等倡议，打造一

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最佳实践案例。

（8）着力提升党的建设质量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

的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扛牢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发展，保证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

能源工作的方方面面。

第二部分 市级层面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权威发布｜《临沂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12月 18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沂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新闻发

布会。该条例经临沂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通过，于 2020年 11月 27日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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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共五章五十一条，

分别为总则、监督管理、防治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职责分工、

公众参与、宣传教育、科技支撑和表彰奖励等内容。第二章“监督管理”，

规定了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网格化

监管机制、环境质量监测、重污染天气应对、错峰生产、大气环境生态补

偿和区域合作等内容。第三章“防治措施”，根据临沂市工作重点，对工

业污染防治、燃煤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污染防治和农业及其

他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第四章“法律责任”，针对一些禁止性规定相应设

置了法律责任。第五章“附则”，规定了法规施行时间。

条例立足临沂市实际，坚持“不抵触、有特色、易操作、重实效”的

立法原则，着力解决大气污染防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内容和特点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落实工作责任

为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条例规定，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实施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将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分解落实，根据各县（区）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情况兑现大气环境生态补

偿资金。

（2）突出解决本地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是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键所在。产业结构不合

理、工业围城、能源结构偏煤、建筑工地扬尘和物流业发展产生的汽车尾

气等，仍然是影响临沂市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条例对临沂市

产业结构调整、园区搬迁整治、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散煤污染治理、物流

产业提升发展、扬尘污染防治等方面加强制度设计，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飞絮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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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一方面，条例要求鼓励、支持开展大气污染治理成因、治理技术和防

治对策的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应用，并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给予必要

扶持；另一方面，条例对建立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加强重

点排污单位和重点园区在线监测、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等方面作出规定。

（4）切实强化法规刚性

条例设定了在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控制区、各类工业园区内，除规划

的集中供热设施外，新建燃煤机组、燃煤供热锅炉行为的法律责任，并进

一步明确了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污染

天气应急措施的处罚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