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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能源技术革命排头兵的思路和对策 

 

张宝建
1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包含能源生产、能源消费、能源技术、

能源体制与国际合作五大方面内容的能源革命战略思想。其中，能源

技术创新是能源发展全局的核心，在能源革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

也就意味着能源技术革命将成为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十九大后政府

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新常态背景为能源革命提供了政策

支持。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推动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构建能源技

术生态体系，树立全国能源技术可持续发展典范，能源技术革命势在

必行。 

目前，山西作为全省域综合改革配套示范区，打造全国能源革命

排头兵当仁不让，作为资源能源型省份，相关的能源技术已经具备了

一定条件，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能源技术碳锁定，新旧技术体系难以兼容。现有的能源系统

主要是建立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客观上对新能源及可在再生能源

技术的应用形成了“碳锁定”的系统限制。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低碳能

效技术要想开展应用，需要搭建与不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对接的

能源设施或部件。然而，由于碳基技术本身的路径依赖，导致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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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技术体系对化石能源系统的形成锁定，阻碍低碳技术和能效技

术的发展与扩散。 

二是缺乏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能源技术革命动力不足受要素禀

赋初级化特征的影响明显，山西能源领域原创性、颠覆性的核心技术

研发能力不足，缺乏全国和世界领先的能源科技成果，加之能源创新

领域的专业人才匮乏、科技成果转化慢、产业化进程滞后，导致能源

技术革命动力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人才的专业性和总体数量不够，

特别是高精尖人才缺乏且流动性不足。另外，用人体制僵化，严重制

约了本省能源经济的转型。虽然山西新能源产业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发

展壮大，但可再生能源、煤层气、煤电、煤机装备和节能等能源领域

高层次人才缺乏，能源产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亟待

培养。 

针对上述问题，构建技术生态体系，打造能源技术革命排头兵，

需要围绕以下议题开展系统研究，深入攻关、 先行先试。 

一是立足长远，搭建共性技术攻关平台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其中,“关键共

性技术”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是对制造业创新升级最重要的一类技术。

针对传统石化能源技术与新能源技术体系难以兼容的问题，需要尽快

搭建共性技术研究平台，通过技术参数以及技术接口标准化攻关，破

解新旧技术兼容问题。依托山西现有能源技术优势，构建新能源与节

能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集中优势资源，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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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共性技术”，解决能源技术的卡脖子问题，避免孤立研发与重

复研发等现象，通过搭建技术交互界面，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

的共享，深入分析传统能源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能源产生、能源

传递以及能源存储等方面的互补性，实现传统集中能源与新型分布式

能源的有效对接，通过共性技术打通技术共享瓶颈。充分利用智慧化、

智能化互联网信息技术，进一步整合能源技术相关领域的外围创新，

实现能源技术的集成创新。 

二是兼包并蓄，构建技术生态体系 

为全面构建我国安全、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产

业体系提供技术支撑。需要构建能源技术生态体系，通过基础技术、

重大装备、示范工程和创新平台四位一体同步推进的能源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有序衔接能源技术的原始创新与工程应用创新链。能源科技

的很多突破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科学理论问题解决以后，技术问

题就会迎刃而解，工程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通过技术创新链打通技

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障碍。依托信息技术，构建能源技术生态体系，

聚合各类新能源与新材料技术，通过构建技术生态平台，为各类能源

技术主体提供了合作机会，实现各类技术分支的匹配对接，提高技术

互补性。同时，技术创新主体多元化扩大了技术应用范围，实现了技

术的创新溢出。技术生态体系吸纳更多的创新源，提高技术品牌知名

度。进一步依托现有省内核心技术，构建技术生态体系，实现由点及

面的技术发展体系，依托现有先进技术基础，强化核心技术优势，形

成行业标准，构建能源技术生态平台，吸纳融合各领域微创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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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航母，系统服务产业创新。 

三是拿来主义，构建开放合作体系 

采取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战略思路，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相结

合，刚性引进与柔性引进相结合，国内深耕与国际合作相结合，构建

开放合作技术创新体系。依托资源能源禀赋优势，开展跨区域能源技

术创新合作，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积极对接国内外先进技术，

通过科技成果的跨区域流动，盘活现有技术储备，形成独特技术引领

与互补技术支撑的繁荣技术生态。既要引进来，充分利用欧美发达国

家技术，又要走出去，推广应用已有成熟技术。鼓励与引导国际上先

进的能源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活动，同时尝试与国外合

作共同设立能源技术应用研发与示范项目。不仅要与发达国家建立起

能源技术合作的联系，还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科技合作，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能源技术沟通和合作，并建

立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进而构建起开放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