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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视角下新能源产业发展思路
朱薇桦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立足于现实，在我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仍需在宏观经济视角下来认识。宏观经济视角

下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思路包括：地方政府应成为新能源产业规划和调控的主体、立足“双循环”发展要求优化和调整产能结构、以供应链

为整体增强技术关联产品间的匹配度、以雁型发展战略驱动新能源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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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新能源”是指，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或正在积极研究、有

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

能等，以及从事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市场经济主体。作为由开发和

利用新能源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体，其产业发展需植根于宏观经济

视角其产业发展需直观于宏观经济视角。究其原因在于：（1）我国的
新能源产业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新能源产业

在发展中需自觉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2）在马克思所构建的“两大
部类”分析框架下，处于第一部类的新能源产业需在本部类内部，以

及与第二部类的产业体系建立起实物补偿和价值实现机制，这就要

求新能源产业在发展中应接受非市场因素的干预。立足于现实，在

我国“双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仍需

在宏观经济视角下来认识。

2 当前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2.1 面临产能结构所带来的挑战

在宏观经济视角下，产能结构反映为：在新能源产业中，不同主

营业务类型企业间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中

的生产企业，大量聚集在光伏和车用电池的研发和生产领域。对于

光伏研发和生产而言，其存在着技术和资金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优

势；对于车用电池研发和生产而言，则借助了新能源汽车产业井喷

式发展的东风。由此所形成的挑战主要为，我国的光伏市场早在 10
年前就趋于饱和，而车用电池研发与生产却受到旁侧产业发展短板

的制约。（说明：这里提的是“产能结构”）

2.2 面临内需拉动所带来的挑战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未来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必

然会依托国内需求。然而，内需拉动能否有力则有待观察。这里所存

在的挑战主要为：（1）我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仍会在一定时间内存
在，所以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国内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将形成了

替代关系，从而两类生产主体之间势必构成竞争关系。（2）以新能源
为驱动的终端产品，在数量上还远不及以传统能源为驱动的终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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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且前者在市场认知度、使用价值、性价比等方面都不及后者，这

就极大了阻碍了国内对新能源的内需拉动。

2.3 面临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挑战
在宏观视角下来理解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之势，不能仅从

环境保护的价值判断中来展开，还需要从新能源的易得性、安全性、

价格优势等方面下功夫，而所有这些都需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然而，

当前在技术创新中却面临着挑战：（1）基于民用化新能源技术创新
活动主要属于企业行为，所以在技术创新中存在着碎片化、非标准

化的问题；（2）具有国家战略导向下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则主要集中
在大型新能源企业和部分科研院所之中，但最终的民用化水平却往

往偏低。由此，这势必会破坏两大部类之间的经济结构。

3 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现状反思
3.1 对产能结构现状的反思
我国部分新能源产品所存在的产能过剩现状，重要归因于企业

的市场逐利性使然，且在市场信息不充分的现实约束下，以及企业

为了降低专用性资产损失的经济理性驱使下，促使产能过剩现象在

短期内难以根除。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

需解决的问题便是，消化过剩产能，并契合国内需求结构（要素市

场、商品市场）培育增量。这里的主要工作在于培育增量，这就要求

宏观经济调控应在此发挥充分的引导作用。（说明，这里提的是产能

结构）

3.2 对内需拉动现状的反思
国内要素市场（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专用性设备的市场）、商品市

场（为居民户提供新能源产品的消费市场）共同构成了国内对新能

源产品的需求市场，然而新能源产业在发展中因企业存在着市场短

视，使得生产要素产品的“第一部类”与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之

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大量新能源企

业进入到产品消费市场，随着产能水平的增大，势必会增大对处于

第一部类中新能源企业产品的需求。从而，这就导致了处于第一部

类新能源企业寻求规模扩张的外延式生产经营模式，而降低了技术

创新的意愿。最终，使得国内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中的性能源产品

全面过剩。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下，需确保两大部类中新能源企业

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

3.3 对技术创新现状的反思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双循环”

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仍需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努力抢占国际新能

源市场的高地。这就意味着，应该抛弃传统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模式

（注重科技创新，而忽略商业化应用），即建立包含愿景和近期目标

的宏观经济视角，以宏观调控手段来干预企业的功利性行为，并在

分层创新的政策导向下，提升科研院所的市场意识和国际化技术视

野。

4 新能源产业发展思路
4.1 政府应真正成为新能源产业规划和调控的主体
目前，作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众多微观主体分布在全国

各地，所以这些“微观主体”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应真正成为我国

新能源产业规划和调控的主体。具体的思路为：（1）地方政府应根据
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细化和具体化本地区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并以此作为培育本土新能源企业和引进新能源企业的政策依据。

（2）地方政府应根据国家急需发展的新能源方向，并结合地方实际，
在工业用地的租金、地税税率、融资便利性等方面，倾斜于符合新能

源发展方向的企业。

4.2 立足“双循环”发展要求优化和调整产能结构
立足于“国内需求为主”的“双循环”发展要求，新能源产业在发

展中必须与国内的市场需求结构相匹配，所以当前需要从整体上优

化和调整产能结构。具体的思路为：（1）科研院所应在市场需求结构
调研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以“优化新能源产业产能结构”为课题指

向，为中央和各级政府提供国内新能源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需求

信息，以帮助其拟订产业调控政策。（2）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对资源
配置的作用，使部分新能源企业退出市场。具体的做法可为：（1）对
于地方重复建设的低效率新能源企业，应严格依照破产法使其退出

市场。（2）对于符合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的低效率企业，可以走
新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并购重组推动产能结构的调整

效率。

4.3 以供应链为整体增强技术关联产品间的匹配度
深入探究新能源产业的产能结构优化议题，本质在于使两大部

类在实物补偿和价值实现中获得合理的比例关系。为此，应以供应

链为整体增强技术关联产品间的匹配度。具体的思路为：（1）根据第
一部类优先发展的经济学原理，我国应优先发展新能源设备生产企

业和发电企业，使其在提升我国工程技术创新实力、实现实物补偿

中发挥重要作用，来为新能源产品的内需拉动提供工业制成品保

障。（2）在资本运营创新中，可以借助参股、债转股、技术入股等形
式，合并技术关联性强的企业，以降低新能源产品在商业化转换时

的交易成本。（3）由地方政府牵头，为新能源生产企业和发电企业等
市场主体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4.4 以雁型发展战略驱动新能源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地方政府成为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和调控的主体，那么就需

要以雁型发展战略，使本土新能源产业步入集群化发展的轨道。具

体的思路为：（1）以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关联度评价，合理选择
本土的主导性新能源企业。（2）地方政府通过赋予其倾斜性的产业
政策，使其做大做强，并在本土培育与之形成旁侧关联的新能源企

业。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应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规划和调控的主

体。新能源产业当前需要从整体上优化和调整产能结构。深入探究

新能源产业的产能结构优化议题，本质在于使两大部类在实物补偿

和价值实现中获得正确的比例关系。需要以雁型发展战略，使本土

新能源产业步入集群化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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