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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

气质量。因此“蓝天保卫战”也

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新词、

热词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今年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

战，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以上，为清洁能源发

展腾空间。要抓紧解决机制和

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

发电上网，有效缓解弃水、弃风、

弃光状况。

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所提

出的上述工作任务，全国人大代

表、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

总经理，成都供电公司总经理褚

艳芳认为，政策和市场机制不健

全和电源与电网发展不协调，是

目前清洁能源发展所面临的两

大难题，也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问

题。

多因素制约
清洁能源消纳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清洁

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 1.7 个百分

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了 2 个百

分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量分别下降 5.6 和 4 个百分点。

褚艳芳认为，在这份“成绩单”

上，四川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作为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

基地，四川省水电装机已突破

7200 万千瓦，居全国第一，2016

年外送水电 1285 亿千瓦时，可以

满足一个中等省份全年全部的

用电，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耗 4000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1 亿

吨，二氧化硫 340 万吨。”褚艳芳

说。

但随着四川省清洁能源“供

过于求”的现象逐渐显现，褚艳

芳也意识到，政策和市场机制的

不健全，省域间壁垒的存在，严

重制约着清洁能源消纳。

事实上，我国清洁能源资源

禀赋与需求呈逆向分布，西部地

区风光水资源富集，集中开发后

不可能就地平衡消纳，需要大规

模外送。“目前，东中部地区集中

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煤电，严

重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但可能

是考虑省内产业发展、GDP 增长

以及就业等方面因素，一些东中

部省份仍然在积极争取新建燃

煤机组，而不愿意使用省外的清

洁电能，导致像四川这样的水电

大省富余电力无处可去。”褚艳

芳说，长期以来我国电力都是按

省域平衡，就地消纳为主，缺乏

清洁能源跨省跨区消纳的政策

和电价机制。应建立清洁能源

跨区跨省消纳的电价机制和清

洁能源配额制度，下达各省清洁

能源消费比重硬指标，通过全面

推行碳排放交易等各项措施，为

清洁能源跨区消纳创造有利的

市场环境和条件。

此外，褚艳芳认为，水电是

技术成熟度、经济性都有明显优

势的可再生能源，可国家 2016 年

3 月刚出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主要

是针对非水可再生能源，水电却

不在其中，且不能享受全额保障

性收购的政策；近年来执行的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等

优惠政策，水电也不在其中，这

些政策机制的障碍，进一步增加

了四川水电外送的困难，发电利

用小时下降，弃水逐年加剧，水

电企业经营困难，清洁能源发展

遇到了最大的瓶颈。

褚艳芳表示，国家要形成大

力消纳水电的政策导向，尽快把

水电纳入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

性收购范围，并享受电价补助政

策，促进水电企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

加强跨省区
输电能力
广阔的市场需要有发达的

输送渠道做支撑。在褚艳芳看

来，目前除了清洁能源消纳难

题，电源与电网发展不协调，清

洁能源外送通道建设滞后，也制

约着清洁能源的使用。

以 四 川 为 例 ，该 省 每 年 近

4000 万千瓦的清洁电力需要外

送，而目前最大外送能力只有

2850 万千瓦，长期存在严重的弃

水问题。随着多个在建的水电

项目的陆续投产，预计到 2020

年，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将接

近 1 亿千瓦，如果不新增外送通

道，届时将有 2000 多万千瓦的富

余电力无法送出，弃水电量将超

过500亿千瓦时。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是很

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

径。清洁能源白白弃掉，造成投

资和资源巨大浪费，我们深感忧

虑。”褚艳芳说，去年，在我们积

极建议和呼吁下，国家核准并开

始建设川渝 500 千伏第三通道，

计划年内建成，可增加外送电力

200 万千瓦，但仍然远远不能满

足外送需求。

为此，褚艳芳建议，一是尽

快核准建设雅中特高压直流工

程，解决雅砻江中游大型梯级水

电站和攀枝花、甘孜、凉山地区

1000 万千瓦富余电力的送出；二

是尽快启动白鹤滩特高压送出

工程前期工作，解决白鹤滩水电

站 1600 万千瓦及攀西、甘南地区

共约 2000 万千瓦富余电力的送

出；三是尽快开展西南特高压交

流电网研究，构建覆盖川渝、西

藏负荷中心和水电基地的特高

压交流骨干网架，化解目前“强

直弱交”的巨大安全稳定风险和

大面积停电风险，同时将四川电

网纳入全球能源互联网网架，支

撑“西电东送”和“一带一路”倡

议，把四川水电送到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实现清洁能源科学可持

续发展。

质量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

而 品 牌 则 是 国 家 软 实 力 的 象

征。目前，品牌竞争已成为国际

竞争的焦点。正如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

ert Mundell)教授分析说，“一个

国家的整体品牌形象作为一种

战略性竞争资源，愈来愈受到各

国政治和商业首脑的重视。”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

进，当前我国经济正摆脱低端竞

争格局，向中高端的中国“智造”

迈进。但在转变过程中，不免会

存在问题。由于长期从事经济

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

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

福能对于中国品牌的发展和竞

争力问题，一直都在进行调查和

研究。耿福能认为，增强中国品

牌全球竞争力，政府需要大力引

导。

从国家层面
倡导使用中国品牌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世

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入选国

家共计 28 个。从品牌数量的国

家分布看，美国占据 500 强中的

227席，英国、法国均以41个品牌

入选并列第二，日本、中国、德

国、瑞士和意大利是品牌大国的

第二阵营，分别有37个、36个、26

个、19个和17个品牌入选。

在耿福能看来，尽管目前欧

洲经济低迷，但欧美国家的超级

品牌似乎依然坚挺。中国虽然

有 36 个品牌入选，但相对于 13

亿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中国品牌的发展显然还处于

相对落后的状态。之所以会出

现如此大的悬殊，耿福能认为，

除了因为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不

够成熟，有时候还因为企业对品

牌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导致在企

业品牌经营上出现偏差。

据品牌协会全国调查数据

显示，中国企业在品牌投入中，

无投入的占 21%，投入 0—0.5 亿

的占 3%，投入 0.5 亿—1 亿的占

18%，投入 1 亿—1.5 亿的占 3%，

1.5 亿以上的占 18%，另有 37%的

企业对自己在品牌上的投入没

有详细统计数据。

“目前很多企业认为好品牌

仅仅是好产品，以质量代替品牌

的情况还占多数，说明国内企业

的品牌发展阶段与国际品牌还

有较大差距。事实上，全球化的

品牌除了优良的产品质量外，还

包含了企业文化、形象认知、品

牌营销、创新实力、品牌保护、用

户服务、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等

多方面的评价。”耿福能强调，也

正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忽略

了这些方面的努力，导致目前整

个市场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不

高。

耿福能认为，一方面，中国

企业在加强本土化经营与管理，

学习国际品牌公司的成功运作

模式；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营造

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品牌发展的

良好氛围。

耿福能表示，中国品牌的成

长 离 不 开 全 中 国 人 民 共 同 维

护。“现在中国的产品质量已得

到社会的认可，但依然出现很多

的国人出国买日本感冒药、买马

桶盖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社会的

思维导向偏差，我们可以借鉴韩

国的做法，充分鼓励社会大众使

用中国品牌的产品，甚至可以进

行区域化的中国品牌保护，从政

策上鼓励使用国内优秀的企业

产品，才能促进中国企业发展进

而帮助树立中国品牌。”耿福能

说。

加大知识产权
普及工作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大，

近几年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

面的纠纷也随之增多。在付出

惨痛代价后，中国企业的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也逐渐形成。

据品牌协会全国调查数据

显示，82%的中国企业设立了维

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构，15%的

企业尚未设立相应机构，以及3%

的企业未填写对应内容。耿福

能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自主知

识产权意识在不断提高，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然还存在一定差

距。

在耿福能看来，良好的社会

和市场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

企业要创建世界品牌，必须要受

到保护。因此，耿福能建议，要

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上加大知识

产权的普及工作，首要工作就是

从国内的市场环境中加大力度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规范市

场环境，打击垄断，打击不正当

竞争，重点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不被侵犯。

同时，从企业自身来说，耿

福能也建议企业自身要做好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深层次发掘和

挖掘自己独有的精髓，理解自己

独有的品牌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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