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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能源来整合资源 积极应对新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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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分布式发电政策的实行，对危机中的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是重大利好，但是，并没有扭转该产业发展乱局，甚至

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能源问题是战略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工业革命的关键点。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运用创新思

维，高度重视能源与其他学科、产业之间的互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需从眼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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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仲子午，男，江苏姜堰人，民盟扬州市委专职副主委，扬州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新能源、经济学。 

 

经济危机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短时间之内，我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风

力发电等产业的产能走到了全球的前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经历了原料受制于人、技术受制于人、装备受制于人和

市场受制于人的囧境。在我国光伏产品遭遇欧美双反调查，光伏产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国家电网公司向社会发布

《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从11月1日开始，国家电网公司开始按照新的工作标准接受分布式光伏发电

并网。国家电网公司表示，向社会做出接纳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的承诺，意在促进国内光伏产业走出困局、早日健康持续发展。

国家电网公司确定的分布式光伏范围能涵盖所有的屋顶和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国家电网公司做出了

一系列免费承诺和政策扶持。伴随地方政府的救市和金融机构的扶持，寒风中的光伏产业似乎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曙光。 

目前，全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达到3万亿，1000个城市将太阳能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100多个城市成为太阳能光伏基

地，我们太阳能电池组件占全球80%的产能。政策开闸，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盲目发展的新起点，应该成为带动转型升级的新起

点。为此，我们需要冷静认真思考：新能源产业下面怎么走？一轮又一轮的救赎是发展的轨迹？创新型国家建设与能源战略如何

更好互动？ 

 

一、新能源产业具有战略性基础地位 

 

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

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

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达到较高水平的

现代化社会还要走相当长的路；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供需矛盾和资源环境

制约将长期存在。 

江泽民同志从主要领导的岗位退下来以后，在上海交大学报发布了两篇重要的战略性研究方面的文章，一篇是《对中国能源

问题的思考》，一篇是《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认为能源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能源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能源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能源安全事关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能源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

约和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提出历

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

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

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 

 

二、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思维 



 

能源问题是经济问题的核心，也日渐成为政治问题的焦点；大的经济危机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新兴产业和技术？在对新能源产

业如何科学发展，未来的技术革命从什么方面获得突破的思考中，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的结论：可再生能源的大发展取决于技术突

破和制度创新；技术突破有助于降低成本促进新能源政策的开放，新能源政策的实行将进一步促进新的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

而形成产业大发展的格局。新能源技术是诸学科技术的融合，更多地属于集成创新范畴；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和能力将决定未来

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成本；先进材料技术、控制技术、制造技术都影响一国新能源技术应用水平，信息、控制、系统与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交互作用是未来技术革命的突破重点。新能源产业发展，大格局才会有大出路；江泽民同志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

一文中，不仅研究了新能源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对输变电技术也非常重视；美国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智慧城市项目

中，智能电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智能电网产业涉及发电、输电、变电、配电、调度、用电等六个环节，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

制造技术高度融合；我们应该从能源制造、能源存储、能源输送、能源调度、能源使用等角度，构造一个大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格

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能源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是大势所趋。但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能源市场规则，

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源设置了重重障碍。能源对我们不仅仅属于原料的范畴，能源即将成为技术、商品和服务。需要创新思

维，从顶层设计和战略高度，从技术链、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各个方面的交互去思考问题，编制我们的新能源发

展战略。现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习惯于从技术链、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角度去思考问题，发展处于无序状态；未

来，我们还要从这五大链条的交互作用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像科技创新一样，带来新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也只有创新，才能够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走到技术链和价值链的高端。 

 

三、新能源、新思维、新产业和新的工业革命 

 

有专家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领跑者，也因为此，中国崛起将受到更多的围堵，其中，科技问题、能源问题和汇率问题

是关键。如果说，中国未来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我们在技术和制度上起码要和发达国家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 

目前，人类社会科技发展进入一个平台发展期，新的关键技术突破的难度越来越大，体系间技术差距客观存在却会因为不同

的技术路线的存在，造成不同技术方案、制造方案的形成，技术垄断、尤其是产业垄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任何一个国家想垄断

全部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制度差异，决定不同的发展主体都可以在不同的产品链、产

业链、技术链、价值链、供应链上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只是大家成本和收益不同，所以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不一样。新的国际格

局不断变化，要成为新的大格局的主宰者，机会始于足下。 

2009年，美国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目标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社会与物理世界融合，人类将基于此以更加

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业界有专家认为IBM智慧地球这一

系列具有里程碑式的理念并构筑了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信息技术生态环境。2010年7月美国众议院启动“美国制造”行动议程，

同年10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6月奥巴马又宣布实施“先进制造伙伴关系”（AMP）计划，提升制

造业的战略地位，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培育新兴制造业,并通过鼓励和推动创新来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最近

公开的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已经取得初步成功。 

通过新能源这个牛鼻子，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控制技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强化共性技术的开发、保护和共享，强化关键

节点技术的开发和保护，带动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形成更高层面的智慧产业（材料—能源—信息—控制—制造—交易—

运用—循环再生）。智慧产业包括“城市智慧经营、智慧服务百姓、企业智慧文化、智慧生产制造、开发智慧产品”五大方面的

内涵，这五个方面涉及城市管理与运营、企业生产和经营两个层面的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经营层面的问题，既包括

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张皮问题、也包括科技和创新两张皮问题。“智慧生产制造”以“集成化、协同化、网络化”为基础，是生产

过程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相关技术与生产过程控制的融合将促进制造业的“敏捷化、绿色化、服务化、智能化”。智慧

产品包括智慧城市管理软件，智慧家居产品，智能电网产品，数控化、智能化机床，智慧医疗产品，智能材料以及传感器等。大

力开发“智造产品”，不仅有利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工业和信息化两张皮问题，还在现有产业之间衍生出许多新的产品、

产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会有效改善；而且，由于加入了新的文化、技术、经营模式，相关产品、产业会在技术链、价值链

上处于有利竞争位置。 

在十八大即将胜利召开的关键时刻，分布式发电政策调整，不应该仅仅为了解决新能源产业过剩的产能，而应该成为产业转

型升级、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起点。为此，需要用战略的思维，去积极探寻、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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