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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具备建设
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条件

大科学装置因其具有的极限科

技支撑作用和对智力资源的吸引集

聚效应，主导了大科学时代的到来，

推动了全球科技创新范式的演进。

因此，建立在大装置基础上的大科学

研究已成为引领基础研究发展的重

要方式。

合肥目前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一大

批高水平高校院所，以及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合肥国家实验室、合

肥“科学岛”、合肥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等一批国字号创新平台，在基础学科

方面有较强的实力，具备建设国家基

础学科研究中心的条件。

其中，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研究院”）经过

五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大科学

装置建设运行的重要力量，建设并

运 行 了 全 超 导 托 卡 马 克 装 置

EAST、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两个性

能世界先进的大科学装置，正在建

设“十三五”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

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开展

“大气环境探测模拟实验设施”和

“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两个新装置

的预研，参与“合肥光源”建设工

作。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核心单位，合肥研究院承担了大科

学装置集中区的建设任务。依托大

科学装置，合肥研究院凝聚了一批

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在能源、环

境、安全、材料、信息、健康等重点前

沿领域开展了高水平、多学科的综

合交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

研成果。

研究中心将会为
创新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围绕科技自立自强的总目标，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下好创新先手

棋，匡光力建议依托合肥研究院，在

合肥建设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合肥研究院的大科学装置

优势，探索科学前沿，结合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中的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

瓶颈问题，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

资源共享，形成由800名装置建设和

运维人员、500名科研人员、300名国

外科学家、500-1000 名流动人员，

以及N个国内合作团队组成的高水

平专业化研究队伍，重点开展以下基

础学科研究：面向磁约束聚变能的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以及面向聚变堆的

工程物理研究；环境光学和大气光学

研究及先进激光技术的应用基础研

究；高吸能、高阻尼、强冲击等极端特

殊条件下服役材料物理与先进传感

材料基础理论研究；数据驱动的智能

化基础研究；物理生物学效应研究

等。有力支撑我国战略能源的开发、

环境的监测治理、新概念武器的发

展，成为新材料、人工智能和生命健

康领域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为区域创

新高地建设添砖加瓦，为创新强国建

设贡献力量。 ■记者 祝亮 文/图

全国政协委员匡光力

在合肥建设
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碳中和”不代表发展减速
许启金表示，安徽作为长三角一

体化、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国

家战略均覆盖的唯一省份，“十三五”

用电量年均增长8.2%，高出全国2个

百分点左右。预计“十四五”全省经济

总量将跻身全国第一方阵、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与全国差距进一步缩小，电

力需求增速将保持在7%以上。加上

碳中和进程持续推进，能源消费结构

不断优化，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将从当前的 27%提升到 2050 年的

50%，成为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中

长期增长动能依然强劲。

安徽电力发展正面临新挑战
许启金告诉记者，预计“十四五”

新增发电装机中新能源将超过60%，

但是无法提供与其体量相匹配的电

力平衡作用。按照目前规划确定的

电源建设项目，预计至2025年安徽电

力缺口近2000万千瓦，而相应的保

障方案尚未明确。此外，随着新能源

发电占比不断提高（2020 年春秋季已

超过50%），电力系统安全压力进一步

增加，需要加强灵活性电源建设。

建设西电东输能源通道
“我国能源资源与消费呈现逆向

分布态势，安徽及长三角能源资源相

对匮乏，本地电源开发不足以支撑完

成电力供应保障和可再生能源消费

权重任务。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未来

安徽及长三角将更依赖西部能源省

份。目前，山西、陕西、甘肃等综合能

源基地在满足本地用电的基础上仍具

备增加外送清洁电力的能力。”许启金

将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国家在支持安

徽打造长三角特高压电力枢纽过程

中，将山西、陕西、甘肃等至安徽特高

压直流输电通道纳入国家能源电力

中长期规划，力争“十四五”期间建成

投运1条，且配套新能源年输送电量

比例不低于50%，保障西部电力送出

和长三角的电力供应。

在安徽建清洁高效坑口电站
“在安徽建设一定规模清洁高效

坑口电站，既能保障本地和长三角电

力安全供应，也有利于新能源快速发

展。”许启金认为，安徽能源资源总体

呈现“富煤、缺油、少气”，未来较长一

段时期清洁高效坑口电站仍然是保障

安徽及长三角电力供应安全的“压舱

石”。事实上，安徽“十三五”期间大力

实施煤电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目前

煤电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的平均排放已较2015年下降了70%、

58%和85%。未来通过探索推广应用

碳捕捉等技术，还可进一步提升煤电

清洁利用水平。他建议国家充分考虑

安徽资源条件和能源特点，支持安徽

因地制宜采取风、光、煤炭等多能源品

种发电互相补充，推动风、光、火一体

化发展，从而发挥清洁高效坑口电站

作为“调节器”和“稳定器”作用，进一步

拓宽本地新能源发展空间和提升大电

网安全稳定水平。■记者 祝亮 文/图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

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

局一批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

心。全国政协委员匡光力在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依托

大科学装置，在合肥建设国

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全国政协委员许启金

在安徽建设
一定规模清洁高效坑口电站

全国政协委员许启金

结合安徽实际情况，认为

科学谋划碳中和目标下

的中长期电力安全供应

保障方案，对推动能源

转型升级，实现电力工

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