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参赛情况

我曾参加两届“绿能杯”竞赛，分别是第五届和第六届。2020

年第五届“绿能杯”调研主题为：新冠疫情对能源行业的影响及法律

对策研究，我作为队长带领团队撰写调研报告《新冠疫情背景下车用

替代燃料行业发展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为例》，荣获三等

奖。2021 年第六届“绿能杯”调研主题为：“双碳”背景下氢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法律政策对策研究，我作为队员在队长的分工下，和团

队成员共同撰写调研报告《“双碳”背景下我国氢能产业规划调查评

估及完善建议》，荣获一等奖。

（二） 调研活动

由于第五届竞赛期间正值疫情发展初期，各高校均采取线上教学、

居家学习等模式，调研活动的形式也受到影响，不得不采取线上调研

的形式。结合选题和小组确定的研究方向，团队主要采用线上座谈会

的方式，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9 日与京超然索阳清洁能源研发中心高

级工程师、办公室主任进行线上会议，了解车用燃料的基本知识；于

2020年 6月 23日与云南省车用新型燃料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和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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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进行线上会议，了解云南省当地所推广的车用替代燃料的发展状

况及现实问题；于 2020 年 7月 21 日与云南省车用新型燃料行业协会

秘书长进行线上会议，结合疫情背景，进一步了解云南省当地车用替

代燃料发展链条的变动情况及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第六届竞赛期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主办方结合各高校的调研

意向、地理位置、调研主题，将参赛队伍汇总，一同前往调研地点。

由于主办方与调研单位接洽顺利，我们实现了两处实地调研的宝贵经

历。第一次实地调研是在 2021年 6 月 30 日，调研师生赴某国有能源

企业研究院调研。团队成员在调研前准备了调研问题并将文字版提前

发给研究院接待专家。调研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由工作人员介绍研

究院的组织结构、发展定位和技术成果。随后，工作人员带领调研师

生前往两个与氢能研究密切相关的实验室，分别是“制氢与燃料电池

实验室”和“电化学能源实验室”。最后调研师生与研究院专家进行

充分座谈交流。通过专家的讲解、参观实验室以及座谈交流，充分了

解了研究院的背景、文化、发展和愿景；制氢途径（特别是大规模电

解水制氢技术）、我国氢能相关自主创新成果、氢能源在大型机器和

小型机器上的不同用途、燃料电池的分类和特点等。

第二次实地调研是在 2021 年 8月 10日，调研师生赴某国有能源

企业加氢站现场调研。团队成员在调研前准备了调研问题并得到调研

专家的回复文件。首先，由专家介绍加氢技术、加氢流程和该加氢站

的加注能力。随后，工作人员带领调研师生实地参观加氢站。在参观

过程中，通过调研师生的提问，我们了解到加氢站的建设过程和发展



前景。通过现场问答及回复文件，调研师生了解到该加氢站的基本情

况，以及加氢站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在补贴方面、安全保障

方面和氢能的实践和前景方面的情况。

在事先准备了调研提纲的情况下，线上和线下的调研方式均能得

到比较满意的研究成果，但相比而言，通过线下实地调研，可以更加

直观地观察到能源产业的实体发展，在现场也能提出提纲外的挈领问

题。

（三） 撰写报告

撰写报告必须基于调研结果，因为调研的优势就在于不拘泥于文

本和空想，如果不基于事实去撰写报告，那么竞赛本身的意义和报告

内容都会大打折扣。

但调研团队也不能局限于调研情况，因为实地调研反馈往往是行

业现状和运营发展过程中的事实，但这些问题需要经过再思考和再分

析，将其中涉及法律问题的内容提取出来。深入思考则必须通过大量

文献及政府报告、法律法规的文本阅读，在此基础上凝练法律问题、

追其原由、提出可行性建议。

（四） 答辩评审

据了解，答辩环节是自第五届竞赛开始的。答辩可以将调研情况

和结果进行提炼，展示核心内容。作为参赛者，认为这样的赛制优化

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答辩让竞赛更加公平、公开。同时，作为参赛

者，也能倾听到其他参赛队伍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展示以及评委的点评，

是竞赛之外额外的学术收获。



三、 竞赛收获

其一，在竞赛中，收获了思考角度。法学是社会科学，不可能脱

离人和社会环境。以往的研究和思考大多基于文本知识，但缺乏与实

体行业工作者的交流沟通。尤其是对于能源这样复杂的行业，如果不

了解行业本身，很难指出其中的法律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我明白了

法律是基于行业实际制定、出台的，一个制度的设立是成体系化的，

绝不能轻易提出完善建议或制度建设。

其二，认识到有的放矢的重要性。在前文中也提到，调研提纲的

重要性。由于调研行业工作者往往是研究员或负责人等，都不是法学

领域的工作者，他们的关注点可能偏离法律问题，在提纲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既了解行业情况，也可以获得在法律层面的实践中的具体情

况。

其三，收获友谊。在共同参与选题、调研、分析讨论、撰写报告

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同时带队老师往往和我

们共同参与实践调研的学习，这也丰富了师生之间课堂之外的交流、

增进了师生情谊。

四、 调研照片



（2021 年 6月，调研师生与华能氢能源研究院介绍人合影）

（2021 年 8 月，调研师生与加氢站负责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