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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子，亦收官。明末大国手过百

龄著《官子谱》说过，“官子者，大

局既定之后，各守疆界之着也。然大

局虽定，而胜负未分，全凭官子。至

于活者压之，死者活之，或成形、或

成劫、或便宜数子，皆有定理。”意

思就是说，官子扭转不了大势，但可

以判定生死。收官的功力，凝聚着棋

手一盘棋的心血，或功成名就，或功

亏一篑，全在一念间。

关 子 ， 意 关 键 。 最 早 出 现 在 元

曲大家关汉卿著《拜月亭》第二折，

“孤云了。做说关子了。”后人阿英

在《潍亭听书记》中解释为，书中

有吃紧处，是日听者倍多，曰“关

子”。通俗来讲，关子，既是我国说

书人口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也是外国戏剧家笔下的

“戏核”。关子的水平，决定了笔者

这部剧的票房，或高朋满座，或门可

罗雀，一切尽在言中。

2020年，对于中国能源来说，既

是官子，也是关子。“能源十三五”

如何顺利收官？各领域能源革命怎样

取得突破？能源安全新战略能否稳中

求进？2020年充满考验。

红利与算法
吴 晓 波 的 跨 年 演 说 ， 引 用 了 两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前者是

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说

的，“在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技术

进步起了80%的作用，投资增长只解

决了余下的20%”；后者是2001年

的获奖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的，

“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是繁

荣”。

这两句话，恰恰揭示了当下中国

的两个热词，红利和算法。如今，我

们正处在一个红利消失、红利显现的

年代。人口红利的消失，带走了成本

优势和规模优势，通过外延式发展的

方式再也走不通；人才红利的显现，

带来了大批工程师和先进专利技术，

让内涵式发展的方式得以前行。而处

在转型期的广大企业，如何走好未来

的路，关键在于选择哪种解决方案，

即算法。

对于能源领域的主力军煤炭、电

力、油气、核能等行业来说，危险在

官子·关子
文／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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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太大了，多数位

于世界500强、全国500强之列，而

未来对于大企业注定是危机之年。因

为，未来十年将是5G信息革命和科

技智能时代，它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变

化，将超过以往40年之和。而想摆

脱危机，只有彻底抛下过去的种种红

利，跟上世界变化的速度，拥抱科技

进步，否则现在的繁荣，可能导致将

来的毁灭。

因此，我们在面对过往稳健的成

绩单的时候，应该多一些关于速度的

追问：

1.91亿吨，这是中国石油行业的

年终答卷，2019年全国原油产量扭转

了连续三年的持续下滑态势，企稳回

升。面对时局动荡，这足够保障未来

的能源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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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项，这是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

重点工程建设的标志性突破，2019年

全国天然气供应保障总体平稳，“全

国一张网”架构基本形成。还要几

年，我国的管道里程才能赶上美国？

3/4，这是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煤

矿产能的最新占比，2019年我国煤炭

优质产能持续释放，向资源富集地区

进一步集中。广大煤炭企业，清洁利

用的痛点消除了吗？

±1100千伏，这是我国已建成跨

区输电通道的最高电压等级，2019年

准东至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投运，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

步提升。在5G时代，电网建设怎样快

速推进？

出圈与下沉
罗振宇的跨年演说，讲了一个曾

国藩的故事，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躬

身入局。故事讲的是，农村里，有个

人出门，看到在一条很窄的田埂上，

两个农夫挑着担子顶住谁也不让，因

为谁让谁就得站到水田里，沾一脚

泥。于是，那人走上前，下到田里，

说你们一个把担子交给我，另一个侧

下身，不就都过去了吗。这告诉我

们，只要稍稍转换一下身份，从一个

旁观者，变成一个置身其中的人，看

似无解的事，就有了答案。

其实，这就是精英阶层念兹在兹

的出圈和下沉。所谓出圈，即突破圈

层，从小众走向大众；所谓下沉，指

知识下沉，从北上广深白领走向小镇

青年。而对于能源领域的生力军，诸

如新能源、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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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题中之

义。如果能够做到以上，我们兴许会

在2020年看到能源生力军的欣喜：

处 于 “ 全 面 平 价 上 网 ” 过 渡 关

键期的风电和光伏行业，在补贴落实

的基础上，不再纠结政策得失，将目

光聚焦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市场开

拓，从而在激烈竞争中，成为全球领

导者；

凭 借 写 进 《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之

机，氢能行业能够持续升温，让越来

越多的大众及企业关注这一领域，并

推动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创

新的新亮点；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成本不断下

降，储能行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电网

侧、发电侧、用户侧、应急电源等储

能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2020年电化

学储能市场装机有望达到1.6吉瓦；

这 一 年 将 是 电 动 汽 车 产 品 极 为

丰富的一年，车型会更多，分类会更

细，全面满足用户需求。人们开始相

信市场会涤净杂质、留下真金，让适

者生存，推动产业真正做大做强。

亲近与连接
许 知 远 的 跨 年 演 说 ， 提 到 了 梁

启超。他发现，晚清时期的梁启超和

当下的我们离得并不远。当我们讨论

眼前这些新技术革命的时候，出生在

1873年的梁启超同样面临着一个信息

爆炸的世界。那一轮全球化由铁路、

电报所驱动，他一个曾经只读四书五

经的年轻人突然面对报纸杂志的世

界，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巨大的外

来冲击。

行业来说，出圈和下沉，尤为关键。

如果留意这些领域的新闻，就会时常

发现，关于一件事，要么吐槽多在圈

内，表扬多在圈外；要么表扬多在圈

内，吐槽多在圈外。

如 何 才 能 让 圈 内 圈 外 不 再 鸡 同

鸭讲，达成共识？唯有圈内精英主动

“降位”，置身圈外让民众广泛参

与，才有可能达成令人瞩目的商业成

现 在 看 来 ， 青 年 梁 启 超 恰 如 其

分地诠释了一个处在时代变幻中的变

革者的角色。在经历了种种不安和无

力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像胡适那样全

盘西化，也没有如柳田国男一般，去

寻找失落的声音。而是办起了《时务

报》，一面学习西方，一面关注国

人。

我 们 的 时 代 ， 我 们 的 社 会 ， 正

处于个体焦虑、集体焦躁之中，很多

地方正在失去微小的对话能力，失去

真正的沟通和亲密感，所以我们形成

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和巨大平台之间

的关系。而要破解这种时代带来的焦

虑，最好的办法就是乐于与亲近对

话，保持与世界连接，之于能源领

域，蓝天保卫战和“一带一路”战

略，就是应有之义。

过 去 一 年 ， 天 空 更 蓝 了 。 北 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加快实施，新增清

洁取暖面积约15亿平方米，清洁取

暖率达55%，累计替代散烧煤约1亿

吨，“2+26”重点城市清洁取暖率

达75%，超额完成中期目标；未来一

年，围绕大气污染防治的务实之举还

将加速推进。

过去一年，能源国际合作更扎实

了。海外油气供应持续稳定，中俄东

线天然气项目建成投产，务实推动与

相关国家核电合作，中巴经济走廊能

源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未来一年，仍

将深化与周边和沿线国家合作，拓宽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让

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

（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