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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投资需求、消费需

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续下滑，其疲

弱态势不断拖累经济下行。深入观察分

析以后发现，在需求疲弱现象的背后，

存在着大量供给方面的因素，产能过

剩、市场交易数据下滑只是表面现象，

其背后掩盖着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

方式落后问题。

当前，中国需求结构已经升级，接

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供给结构和供给

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

本世纪初的状态。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迟

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品结构远远

不适应迅速变化的需求升级，出现供给

制约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

因此，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

档次和技术含量，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

重。而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是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对于能源

行业而言，尤其如此。

有待能源技术突破
能源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扮演了关键

角色。第一次蒸汽机革命使人类进入化

石能源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拥

有了电力能源，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带来

了原子能。人类能源使用方式和技能的

提升以及新能源种类的出现，与生产生

活的进步相伴相生。第四次科技革命也

不会例外，能源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必然

会成为重点内容。

从供给的角度观察，能源的转型

将面临几大新趋势：一是在一次能源消

费中，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逐步加大，

甚至可能最终替代化石能源；二是在非

化石能源的替代作用下，化石能源的动

力属性将逐渐消退，回归原料属性，煤

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等领域将

迎来更广阔的前景；三是化石能源的动

力属性逐步消退，非化石能源必须转化

为电能加以利用，因此动力结构优化为

电力将属必然；四是能源消耗有减有

增，即单位GDP能耗将随着能源效率的

提高而降低，同时生活中电气化水平也

会相应提升，居民用电量将持续增大；

五是通过电网的数字化、智能化，自主

运行、自我优化，电力生产与消费都将

更加精准化和精细化，资源利用将更加

集约、高效，决策判断将更加具有前瞻

性。

在这些趋势的实现过程中，能源供

给结构将不断优化，而技术升级是其中

相当重要的因素。

当前正处于“工业4.0”的初始阶

段，世界各国正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突

破，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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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新常态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以技术升级支撑能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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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工业升级。在长期实施技术模

仿和跟随战略后，中国必须发挥后发优

势，迅速在工业技术升级方面取得突

破，改变未来竞争态势，这是在新常态

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

路，是经济迈向中高速和中高端的关键

和基础，没有工业技术支撑，经济只能

在中低端打转，处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

的中下游。

发力高端装备制造
在能源领域，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等新能源，以及核能、智能电网

等行业的发展都需要高端装备支撑，因

此，相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不容

忽视。尽管数据显示中国近几年高端制

造成就呈上升态势，但整体而言，我国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与美欧日有很大差距，成为国际竞争力

的短板。例如，在风电设备行业，在总

体过剩的情况下，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仍

然基本依赖进口。

因此，未来政策取向还需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为提升技术水平、发展相关

高端制造业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组织实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

级专项计划，集中国家优势资源，培育

特色装备制造基地，发挥产业链辐射效

应，提高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能力，落实

有关税收、补贴政策，在若干领域内实

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

品品种，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

机制，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改造。如

建立创新研究、产业孵化方面的支持基

金，为相关企业上市创造宽松环境，引

导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向高端装备制造

及装备制造业升级领域倾斜等等。

第三，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所需

关键技术，提高产品生产能力和服务水

平。推广先进工艺技术，推进制造过程

信息处理、生产控制、资源管理、质量

检测、环保处理等典型环节的流程化再

造，搭建产业技术和创新服务共生性平

台，为关键制造装备研发和技术成果转

化提供便利。

第四，依托国家相关人才工程、

计划，培养、引进装备制造业尖端人

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

和管理人才。在提升装备制造业人才

国际化水准的同时，发挥企业、科研

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其他培训机

构的平台作用，增强人才的实用性和

创造力。

第五，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

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

济新格局。所谓“优进”，就是从长远

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规

划，有选择地向发达国家开放高端装备

市场，积极引进短缺的材料、先进技

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所谓“优

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

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

“全产业链出口”。通过中国企业与技

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全面竞

争与合作，倒逼其不断提高整体素质和

核心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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