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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风电设备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其实质是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不强和缺乏有效的
产业内协作。
针对这些问题，《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风电设备企业协作创新研究》提出了产业集成创新的理念，试图
在整个产业链范围内，探讨由风电设备生产企业主导的集成创新协作问题。
《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风电设备企业协作创新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寻风电产业提升产业集成创新能力
的途径，以及由风电设备生产企业主导的集成创新协作机理和协作策略。
《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风电设备企业协作创新研究》深化了对产业集成创新概念的理解，并将产业集成
创新的研究范畴拓展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讨了实现风电产业集成创新的协作
问题。

《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风电设备企业协作创新研究》适合工商管理研究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经济管理
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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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中，风电产业发展最为迅速。
但我国风电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如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质量稳定性差以及行业竞争
激烈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风电产业链企业充分意识到通过产业内集成创新模式实现风电产业竞争力提升的
重要性。
产业集成创新不仅是风电产业链内企业为实现创新而形成的产业组织模式，同时产业集成创新要依赖
微观产业链企业层面的有效协作来最终实现。
就风电产业而言，以风电设备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企业，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产业链内的横向协作和产
业链环节间的纵向协作来实现风电产业的集成创新。
但无论是从风电产业层面对产业集成创新的理解，还是从微观企业层面的协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
需要我们对面向产业集成创新的风电设备企业的协作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本书的部分研究成果受到两个项目的资助。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基于区域承载力的产业集成路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低碳经济
模式下的大连产业集群集成创新路径研究，大连科技计划项目”。
　　1.1 全球能源与碳排放　　由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获取能源，
大量的化石燃料被消耗，致使20世纪以来，沉积在地层中的碳库以能源消耗的副产品形式，较快地流
向了大气，从而导致了CO2排放量大幅提升。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世纪的工业化至今，人类共消耗了煤炭接近3000亿t，消耗的石油资源在1500亿t
以上。
而消耗400亿t钢铁、8亿t铝以及5亿t铜的过程，连同化石资源的消耗过程向大气中排放的CO2，使得大
气中CO2浓度从20世纪初的300ppm①上升到现在的400ppm，大气CO2的含量增加已经超过30%，严重
地影响了现阶段的大气环流和生态平衡［1］。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到21世纪中期以后地球将不堪重负。
特别是最近30年以来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和世界经济平稳增长为诱因，世界能源消
耗和CO2排放量加速提升。
虽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冲击，使得2009年CO2排放量下降3%，达
到31129.9MtCO2。
但与30年前（1979年）约20000MtCO2的数据相比，仍增长近50%。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科学家们已经基本取得气候变化方面的共识：大量化石燃料使用所导致的大
气中CO2浓度增加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
按照早期瑞典科学家斯万特？
阿伦尼乌斯的研究，大气中CO2的含量与地表温度相关，进而可能形成温室效应。
而从工业革命以来，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0.6℃。
而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到21世纪末，大气温
度会上升1.4～5.8℃。
全球气温的进一步上升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诸如温度、降水、土地含水和海平面等相关参数的变
化。
这些变化将直接导致极端天气和病原体迁移，影响人类健康和其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出现极度高温、洪涝灾害等极端气候现象，
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
　　1.1.1 能源与碳排放现状　　世界经济发展的数据已经表明，GDP的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增长密切相
关，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世界能源消耗规模将继续攀升。
依据《BP能源统计》，20世纪70年代，世界一次性能源消费均值在70亿t原油当量，但这一数据到2000
年左右已经达到100亿t原油当量，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已经达到113.15亿t原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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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在世界能源消费中有所表现。
2008年天然气、核能、水电、天然气、石油等一次性能源消费增长仅1.4%，是全球进入21世纪以来增
长最为缓慢的一年。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能源消耗量下降的同时，2009年的CO2排放量下降了3%。
其中由于金融危机和能源需求下降所导致的碳排放降低达到75%，各国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措施使
得碳排放降低25%左右。
而按照《BP能源统计》的相关数据，2009年的碳排放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下降1.1%，排放量
为31129.9MtCO2，但经济危机期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短暂降低，并不能构成碳排放长期发展的趋势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将很快回升。
依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lEnergyAgency，IEA）的《2009世界能源展望》在2030年前，世界一次
性能源的消耗量将以1.5%的速度增长，总消耗量将达到168亿吨原油当量（图1.1，图1.2）。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源消耗下降5%，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
而非经合组织的能源消费上升2.7%，要高于GDP的增幅，由于能源效率的低下，全球能源消耗的主力
由经合国家向非经合国家转移。
而与此相对应的发展中国家的CO2排放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的CO2排放
量为14597Mt，而发达国家的数值为15456Mt。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亚太、欧洲、中东、非洲、中南美洲和北美洲的能源消费总
量均有所增加，但由于各个地区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北美洲及欧洲两大经济体的能源消
费增速放缓，占世界的能源消费比例也有所下降，其中北美洲的比例由1973年的35.1%下降到2009年
的24%，欧洲则由1973年的42.8%下降到2009年的25%，而亚太地区的比例则由16%上升到37%。
《世界能源展望》预测未来20年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一次能源需求将占世界的93%，其需求增长的
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的能源快速需求，并预测在2030年110亿t的碳排放中，中国将
占一半为60亿t，而印度为20亿t，中东为10亿t。
　　1.1.2 低碳经济背景下各国的低碳措施　　为了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
，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
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
害”。
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为履行《京都议定书》等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条约的规定，发达国家率先开始发展低碳经济，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1.英国的低碳经济实施英国是世界上控制气候变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先行者。
根据欧盟内部的“减排量分担协议”，英国的目标是到2012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12.5%，而英国国
内的目标则是力求在2010年将CO2减排20%，2050年减排60%。
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白皮书――《英国低碳转变计划》
（以下简称《白皮书》），提出英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建设一个更干净、更绿色、更繁荣的国家
，并明确了包括电力、重工业和交通在内的社会各部门的减排量和减排措施。
　　在白皮书颁布前，英国政府通过收取气候变化税制度、建立碳基金、推出气候变化协议制度以及
排放贸易制度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一方面给予企业资金、服务性支持，另一方面在减少碳排
放上取得了卓越成效。
为了实现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减少18%这一目标，英国政府提出了电力、工业、交通和社区等社会各
部门在2008年水平上的减排目标。
在电力、工业方面，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建设，如风力、潮汐、地热资源，建设更大更智能化的电网，
同时形成相关配套机制；在交通系统方面，提升可再生能源在交通运输所需能源中的比例，在主要城
市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在社区方面，通过家庭补贴来支持家庭能源的提高。
英国政府在提出发展低碳能源措施的同时，还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机制，如成立可再生能源协调办
公室、建立市场激励监管机制、改进可再生能源配额机制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风电设备企业协>>

　　2.意大利的低碳经济实施由于意大利的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因此意大利更加注重可再生能
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以降低主要能
源生产和消耗领域的CO2排放水平，包括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绿色证书”制度、提高能源效率的
“白色证书”制度、新近出台的2015法案中的能源一揽子计划以及向欧盟提出的能源效率行动计划等
。
　　“绿色证书”制度是意大利政府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根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费用、运
行和维护费用、燃料费用、促进发展的费用以及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种类、全部或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
、能源产品是全部出售还是仅出售剩余产品等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购买价格，从政策导向上推动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白色证书”制度是一个为减少能源消耗而出台的鼓励措施，它实际上是对能源企业提高能源效率的
一种认证，政府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节能效果给予认证，并确定具体的标准。
2007年，意大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措施，推动建筑物能源合格认证
、监督光伏太阳能发电技术，对从事能源效率和生态工业的工业创新计划给予资助等。
　　3.德国的低碳经济实施为实现气候保护目标，从1977年至今，德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了五期能源
研究计划。
2006年8月，德国推出了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其中就为最新一期能源计划
提供资金支持。
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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