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0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比

1～9月加快0.1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来看，采

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制造业增长3.4%，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  

1～10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

比1～9月加快0.2个百分点，这显示，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不断增强。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

新发多发等多重挑战，经济能够回稳向上非常难

得，这一局面离不开能源保供形势的稳定。一方

面，四季度经济运行对全年经济十分重要，11月

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是巩固经

济回稳向上基础的关键时间点，必须紧抓不放保

持经济持续恢复态势。另一方面，寒潮来袭，多

地气温骤降。这两方面都让社会对能源的需求进

一步加大。

能源央企全面打响了能源保供攻坚战。国家

电网、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中国石化、中

国华能等多家央企密集部署能源资源保供稳价措

施，确保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

当前我国主要能源产品供给形势良好、价格

稳定，这得益于前期政策的推动，如能源扩产增

储，在加快清洁能源体系构建的同时充分发挥煤

炭“保底”作用，畅通海陆运输通道，打击哄抬

能源价格的行为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国务院在部署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施中明确，支持中央

发电企业等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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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段时间以来面临的能源危机，不仅威胁到居

民生活，而且开始撼动制造业基础。比如德国社

会各界已经在担忧，在能源危机的压力之下，企

业会不会被迫外迁，进而使得国家转向去工业化

的轨道。

目前来看，欧洲的能源危机还在持续。被称

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按照10月28日公

布的初步统计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增长0.3%，但能源和食品价格一直

在推高通胀率。因库存回补加上仓储成本高昂，

欧洲天然气价格高企的冲击在秋季暂时得到了缓

解，但随着寒冬来袭，库存下降，欧洲天然气价

格再次攀升。

相对而言，美国在能源问题上掌握着相当

的战略主动，一方面很多能源输出国的国际收支

压力不断加大，有扩大出口、赚取美元外汇的迫

切需求，另一方面页岩气的开发使得美国转变为

天然气出口大国。按照11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

布的修正数据，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按年率计算增长了2.9%，较10月底发布

的初次数据上调了0.3%。其中，非住宅类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5.1%，更能反映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

和信息产业层面的复苏状况。

现在，人们普遍担心世界经济会不会陷入类

似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目前来看，让人谨慎乐

观的理由也来自于能源资源。当年的大滞胀中，

国际油价10年间从1.2美元/桶涨到了40美元/桶，

涨幅惊人，但今天，国际能源资源供应市场的替

代性比20世纪70年代大幅增强，新能源转型正在

蓬勃开展，这对化石能源价格是一个长期且不可

逆转的“抑制”因素。

实体经济背后是能源，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

驱动。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其经济表现已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的保供稳价能力。而这也是

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源保供特别债由中国国新、中央发电企业在银行

间市场发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中央发电企

业，提升能源电力保供能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

基础。截至11月28日，能源保供特别债发行金额

超过1200亿元。

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被定性为我国发展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加强初级产品供给，是现实所需也是长远战略，

事关我国持续稳定发展。国家明确提出要求，要

确保能源供应，实现多目标平衡，多渠道增加能

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

价。

这个冬天，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来

说，相信都是“温暖”的。

如果联系到世界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表现，

能源资源保供稳价的中国实践更加弥足珍贵。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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