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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改革现有产权制度，通过建立

完善的学校董事会，构建现代大学治理

模式。要完善激励创新的分配制度，探

索股权、期权、分红等多种激励措施，

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效益分享比例。

建立高校与社会发展需求、市场目标定

位、产业转型升级相协调的动态调整   

机制。

第四，应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评价体

系，在竞争中不断完善高校自身的办学

质量，改变以往计划经济色彩下的高等

教育资源配置模式。首先，要以市场化

的竞争机制分配科研经费，将政府购买

服务和绩效拨款作为抓手，为推动研究

型大学多元发展、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其次，要通过科研经费的中长期财政规

划，在拨款方面形成相对稳定的科研经

费投入，避免财政支出的大起大落影响

到高校科研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实施。优

化整合研究型大学专项资金，将一些专

项经费纳入常规性拨款。再次，进一步

细化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将服务市

场、科研产出、办学质量、办学特色等

因素考虑在内，采取客观化的分配方

式，提高研究型高校经费统筹能力。

第五，要改革现行的学费管理体

制，放松学费调整权限，完善鼓励社会

捐赠的财税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我国

一流大学多元化筹资机制建设。

第六，近年来，我国民办高校获得

了稳步发展，但仍需进一步明确民办高

校在我国国家公共利益中的地位，通过

分类资助和市场引导，逐步实现公办高

校和民办高校并存并荣的发展方针。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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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能源消耗过程释放大量有毒害污

染物等问题。从能源的生产结构来看，

2015 年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占

能源生产量的 72%、8.5%、4.8%，包括

水电、风电和核电在内的新能源生产量

占 14.5%。尽管 2015 年新能源的生产量

已达到 2006 年的 2.5 倍，但在我国能源

生产结构中的比重还是太低。从能源的

消费结构来看，2015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

量为 429905 万吨标准煤，煤炭的消耗总

量为 273849.5 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总消

耗量的 63.7%，石油消耗量为 68772.62

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18.3%。

从 2006 年到 2013 年，我国的原油进口

几乎翻了一番，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

达到 30837 万吨和 33550 万吨，增长速

度高达 8.79%，因此我国每年要花费大

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油及成品油。

当前不尽合理的能源结构带来了

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是我国化石能

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储备严重不足。根据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6 年我国进口

原油 3.81 亿吨，原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65%。尽管我国的煤炭资源储备相对丰

富，但相对于巨大的需求，但其供求矛

盾将会日益尖锐。二是能源消费过程释

放大量污染物。汽油和柴油在其消费过

程中必然释放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

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导致相关产业

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并按完全消耗

矩阵的方式影响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

发展。当前，我国的能源产业结构存在

巨大的前瞻型优化空间。必须依据技术

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消除能源生产、降

低能源消耗以及创新能源技术等，促进

新能源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同时，应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在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方面发挥其应有的政策性工具作用。

当前能源结构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普遍存在传统能源比重

过大，化石能源储备特别是石油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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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烟尘微

粒 ( 某些重金属化合物、铅化合物、黑

烟及油雾 )、臭气 ( 甲醛等 )，造成大中

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三是能源的使用

效率极低。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燃料

汽车的能源利用率极低。其热损耗达到

62%，空载损耗达到 17%，驱动系统损

耗达到 6%，能量输出仅有 15%。燃料汽

车不仅消耗了用户大量的财富，而且也

加大城市的热岛效应。四是漫长的能源

运输线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我国石油

进口需要长途运输，并经过波斯湾和马

六甲海峡等高风险地区。一旦出现大的

政局变化，石油进口通道被阻断，就会

引起石油供给恐慌。

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

当今世界能源技术突飞猛进。各国

都必须根据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不失时

机地调整能源发展战略，优化能源产业

结构。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应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

一是普及电动汽车。电动汽车良好

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

认同。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是大势所

趋。使用和推广电动汽车不仅降低了人

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电动汽

车可以几乎完美地解决大中城市的大气

污染问题。但是电动汽车的购置成本较

高，行驶里程较短，而且充电较不方便。

因此，解决电动汽车购置、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是大力开发清洁能源。清洁能源

主要包括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潮

汐能、海水温差能。根据当前各种清洁

能源的资源储藏量、开发的技术可行

性、产业开发的经济性，我国可替代的

清洁能源并不多。我国水利发电资源并

不十分丰富，经过了数十年的开发，可

以利用的水力发电资源已经不多。我国

的风力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超过兆瓦

级的大型发电机组的开发和运用，使我

国的风力发电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风

力发电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季节性，且

会对电网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我国的

太阳能晶硅产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但

是太阳能的能源转换率不高是制约当前

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潮汐能在

加拿大、法国、英国、韩国得到了很好

的发展，尽管我国的潮汐能资源也十分

丰富，但大落差的潮汐区域较少。

政府采购支持能源结构调整的具体

措施

发展电动企业和开发清洁能源是减

少能源对外依存度的重要举措之一。政

府采购及其补偿交易措施支持清洁能源

开发和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不能拘泥于

原有的原则和框架。一方面，应及时利

用政府采购的定向支持及其补偿交易功

能，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另一

方面，应强化政府采购的理性干预作用，

要打通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管理范围

的约束，并积极果断地利用政府干预解

决清洁能源开发和电动汽车技术研发和

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

一是通过打包的方式增加市场引

力，解决厂商的垄断性寻租和与政府的

价格博弈。国家应根据电动汽车的发展

目标，把一定时期的国内外市场对电动

汽车的需求打包以后，进行公开招标。

一方面，可以增加电动汽车的市场引

力，引导生产企业 ；另一方面，通过公

开招标的经济效益和口碑效应，驱动企

业开展竞争，使其无法进行合谋。只有

在企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我

国电动汽车企业的技术研发才能攻关克

难，价格才能降低，电动汽车产业才能

健康发展。

二是通过公开招标引导投资者走

联合经营的道路，扩大规模降低生产成

本。通过政府采购的定向采购功能，引

导电动汽车生产企业通过联合经营提

高规模经济效益。同样，潮汐能、海洋

温差能的开发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国家

可以把海洋能开发和电力采购纳入政府

采购平台进行管理，通过规模约束，引

导投资者特别是现有火电企业，通过联

合，把分散的投资者整合为一个大的企

业，实现潮汐能、海洋温差能的规模经

营，这样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三是通过补偿交易措施，引导或迫

使国外电动汽车企业免费提供相关技

术。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近年来我国

在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我国目前已

自主开发了满足各类电动汽车需求的驱

动电机系统产品，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电

机系统相关知识产权，但一些关键核心

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国家应该借助政府

采购平台，用市场换技术，迫使他们向

中国企业免费提供一些关键技术。

四是加速电池标准化和实现加油

站向充电站的转化。国家在标准化研究

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尽快

和极大地提高电池充电的方便性。一方

面，应把汽车电池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进

行管理。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和汽车电池

管理部门应尽早颁布电池标准，实现汽

车电池完全标准化。另一方面，应通过

招标在各地建立众多的、不少于当前加

油站数量的充电站。国家应该参考或通

过政府采购平台政策性功能，在统一规

划的条件下，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在一定

的时间完成加油站向充电站的转化。

五是借助政府采购补偿交易措施，

扩大电动汽车企业与国外研发机构、企

业的合作。尽管我国企业在整车和电池

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多先

进技术和最优秀的关键材料还掌握在

国外汽车巨头手上。应通过政府采购平

台，引导或迫使国际知名企业与国内企

业开展合作研发、合资建厂和共同生产

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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