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张家口成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优势

在哪儿？

仲继寿：作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涵养区、我国

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基地和电力输送通道节点，

张家口具备电力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良好条件和

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基础。此外，京津

冀地区有着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空间。因此国

家将张家口可再生能源作为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的突破口，我认为这是国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协

同的试验田，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体现。

记者：我们注意到，规划提出，建设 100万平

方米建筑规模级的太阳能供暖示范项目，太阳能

保证率在 50%以上，而国际上已有的跨季节集中

储热供暖项目一般在小镇级、几万至十几万平方

米建筑规模级，太阳能保障率一般在 30%左右。

要实现大规模太阳能建筑供暖难在哪儿？

仲继寿：由于崇礼夏季制冷需求较小，因此

实现大规模太阳能建筑供暖的前提是，要突破跨

季节大容量集中储热技术与被动低能耗建筑技

术，在热源侧充分利用全年的太阳辐照能量，在

应用侧尽量降低建筑供暖运行负荷。只有两者

的结合才有可能实现 50%以上的太阳能供暖保

障率。但由于我国大规模跨季储热建筑供暖项

目的工程实践还较少，还需要在关键技术与共性

技术研发与示范上加大投入。

记者：我们了解到，目前张家口并网风力发

电、并网光伏发电装机和生物质发电量 151亿千

瓦时/年，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 27%；可开发

的风能资源超过 4000 万千瓦，可安装的光伏装

机超过 3000 万千瓦。如此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融

入传统电力系统的目标是否现实？

仲继寿：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尽快形成适应

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融入电力系统的电力体制机

制，这也是规划能否实现的核心命题。

首先要加快电力体制机制改革。创造稳定

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机制，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价

格形成机制，这是社会资本和生产企业积极投入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前提。其次，实现多类型能源

自由接入和可再生能源无歧视接纳，实现发电侧

电量预测与用电侧负载调节，既是建设智能电网

的核心价值，也是可再生能源电力与热力顺利并

网、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应用的基础条件。

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创新、完善

全民与全社会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机制也很

重要。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应用在社会经济领域

的全覆盖，需要逐步建立与百姓生活生产密切相

关的机制，这也将从用户侧的规模化效益促进可

再生能源生产企业和输配电企业的健康发展。

此 外 ，还 要 建 立 光 伏 与 光 热 统 一 利 用 市

场，统一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太阳能热利用的计

量方法。

记者：规划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仲继寿：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是对能

源体制机制改革和能源革命的重大问题开展先

行先试，示范区所形成的管理模式、市场机制、政

策环境和区域一体化规划经验，不仅适用于京津

冀地区，而且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具有

可复制性。

规划实施还需迈过几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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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检验检测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日前，由深圳市神视检验有限公司发起，集合上中下游企业以及

高校、科研单位，成立了国家工业检验检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该联盟意在提高检验检测的效率和结果的可靠性，提高大型工程、项

目的安全和使用寿命。

国家工业检验检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探索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提升持续创新能

力。集成和共享科技资源，加强合作研发，风险共担，突破行业共性

和关键技术瓶颈，搭建联合攻关研发平台，解决行业发展中遇到的技

术和产业化难题。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建立技术转移和回馈机制，

开展技术辐射的产业群主体，使联盟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引领产业走向国际化。

联盟的成立，可以有效促进工业检验检测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共同解决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促使行业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规范行业制度，明确行业标准。同时，为工业

检验检测企业搭建一个资源整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平台，促进

技术交流，把工业检验检测产业做强、做大。

海外学人创业大会与会者
呼吁成立海归创业空间联盟

8 月 15 日 ，2015 海 外 学 人 创 业 大 会（OTEC，Overseas Talent

Entrepreneurship Conference）上，极地国际创新中心创始人冯芳女士

发出成立“海归创业空间联盟”的倡议。她表示，希望通过联合更多

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和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强强联

合、共创共赢的新局面。

冯芳表示，联盟应立足北京市朝阳区，团结和辐射京津冀包括众

创空间、孵化器、写字楼、专业园区等不同业态的空间，满足不同形态

和阶段创业者需求；此外，希望联合更多创业、创新的产业资源，既有

注册、财务等基础服务，更有智库、渠道、媒体、资本等专业服务，为海

外归国人员构筑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体

系；并且期望通过基础体系的打造，能够将创业项目和创业者团结起

来，一方面随时随地为创业者提供服务和支持，另一方面让创新创业

项目之间、创业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让 OTEC 创业大赛在联盟平

台上成为不落幕的创业盛会。

日前，黄太吉创始人赫畅做

客一档创业脱口秀节目，分享他

的创业故事。他曾在短短三年的

时间里，让一个不那么洋气的草

根 食 品 —— 煎 饼 果 子 在 北 京

CBD成为一种“食尚”。

赫畅一登场就给创业者泼了

三大盆冷水。他提醒创业者，创

业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他认为

创业和兴趣其实关系不大。没有

团队、没有能力、没看清时势，光

凭一腔热情去创业，容易失败。在他看来，创业就像打德州扑克，在

有限的资源中凑出最大值。

起始阶段的黄太吉，创业方向一般，团队也不是特别牛。“但是在

发展过程中，我们持续拿到了同花色可以连成顺子的牌。在德州扑

克中，最大的牌是同花顺，在最后的底牌中凑出一手好牌。”

赫畅认为，创业时期单纯依靠招聘过来的牛人并不是一件正确

的事情，确定企业战略至关重要。在创业初期，0 到 1 的阶段一定要

通过自有团队来实现。当团队慢慢变大，企业进入 1 到 100 的时候，

人才的多样性才能体现。

“我不能说黄太吉今天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我也不能说我是

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我内心当中的迷惑应该不会比在座的创业者

少。”但赫畅明确表示，“选择时势和把握时机是决定创业成功的关

键，剩下的才是运气成分。就像打牌一样，能不能打出价值最大的

牌，在于它起手的时机。”

黄太吉创始人赫畅：

“看时势找时机是创业成功

的关键”

因为要相信别人不相信的未

来，独自面对承担让一切从无到

有的压力，创业者往往被称为“孤

独的行者”。

“让创业者不再孤独。”洪泰

创新空间 CEO 王胜江认为，解决

创业者的孤独感是孵化器存在的

重要属性，这也是洪泰创新空间

的“精神需求”。

日前，王胜江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虽然洪泰创新空间创

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首次提出并实现了“创业服务社区”的概念。

在王胜江看来，大部分投资人看创业者还是把它看成投资标的

或者项目的属性，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创业孵化器要与创业者一

起成长，应该是家庭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纽带型的关系被他定位

为合伙人。

除了资源模式和理念的不同，洪泰创新空间更看重的是孵化器

内部的情感交流带来的力量。“孵化器里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交流，交

流的同时有精神的安慰和支撑。”王胜江说，“所以我们提出了创业服

务社区，让他感觉到像一个社区一样，交流就是孵化器带给创业者的

力量，这种东西不是每个孵化器都看得到。”

洪泰创新空间CEO王胜江：

“孵化器要能化解创业者孤

独感”

■一线对话

7 月 31 日，北京携手张家口赢得 2022 年冬

奥会举办权。

就在两天前的 7 月 2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同意设立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

范区，明确提出在张家口建立国际领先的“低碳

奥运专区”。

这是国家第一次将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提

升到跨区域协调的示范区级别，也是第一次将可

再生能源应用推向生活、生产、民用、工业、市政

和交通等社会经济领域全覆盖的范围。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

称光热联盟）和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简称住宅联盟）参与了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可

以说是联手为冬奥会绘制了一张可再生能源应

用的“地图”。

在住宅联盟秘书长兼光热联盟专家委员仲继

寿印象中，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上升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第一次将电力

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到操作性层面，多方面体现

了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重视，对京津冀区域

乃至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住宅科技产业技术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创新战略联盟

绘一张冬奥会可再生能源应用绘一张冬奥会可再生能源应用““地图地图””

2022 年，世界注目的冬奥会将在北京赛区

（冰上项目）、延庆赛区（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

目）、崇礼赛区（雪上项目）举行。

在建设低碳奥运专区方面，规划提出，力争

2022 年冬奥会前崇礼县用能基本使用可再生能

源，并逐步在示范区内推广。仲继寿认为，这也

是规划的一大亮点，即建设国际领先的“低碳奥

运专区”，打造低碳奥运场馆、低碳民居，推行低

碳市政和交通。

他同时透露，后续将针对崇礼赛区运动员

村、媒体村等大型冬奥场馆建设 10 万平方米建

筑规模级的太阳能集中供暖工程，奥运场馆所有

建筑都将采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热力和电力。除

了在电力平台上建设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系统，

还将利用电动汽车建立绿色智慧交通网络，并采

用换电电池等移动电源替代 50%的汽车电池，作

为冬奥会电力的备用电源和调峰电源。

“我们还希望将薄膜光伏发电与农业生态

大棚结合起来，不仅节约了土地资源，而且还

将农民脱贫与低碳奥运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经

济双赢局面。”他同时希望，将崇礼县城既有

建筑被动低能耗改造工程与打造冰雪小镇环

境结合起来，营造东方达沃斯，“目前这一目

标既呼应了‘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

节俭办奥’的冬奥理念，更是实现‘健康中国’

的具体行动”。

大覆盖：低碳的不仅仅是冬奥场馆

提及北京与张家口联合承办的 2022 年冬奥

会，除了距离和人工造雪外，不可避免的一个话

题是华北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也是最令人头

痛的事。

规划范围以张家口全境为核心区域，辐射京

津冀及其他周边地区，规划期为 2015—2030年。

规划要求示范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终端

能源消费总量比例 2020 年达到 30%，2030 年达

到 50%；到 2020 年，55%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

能源，全部城市公共交通、40%的城镇居民生活

用能、50%的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来自可再生能

源，40%的工业企业实现零碳排放；到 2030 年，

80%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城镇公共

交通、城乡居民生活用能、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

来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工业企业实现零碳排放，

全面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

在可再生能源供热方面，支持在崇礼县率先

建设 100 万平方米跨季节集中储热与被动建筑

技术相结合的供暖示范项目，提高可再生能源利

用效率。

“这是国家第一次将目标设定为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融入传统电力系统。”仲继寿指出，国际上

这一比例一般为 20%，这将缩短与德国等发达国

家的差距，对可再生能源行业是最大的利好。

高目标：示范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比达到50%

8月 12日上午十一点半，比约定时间晚了两

个小时之后，刘一锋终于出现了。

作为创业公司的 CEO，刘一锋很忙。他尽

力将时间妥善安排。早上八点，和投资人见面；

九点半，接受采访。

但“堵车”这一不由他意志为转移的变量，把

他的计划一下子打乱。

此时，在清华大学创客空间的三楼，一家包

装公司经理黄世财也在等待着和刘一锋的会面：

“他们做的是新科技，应用前景广泛；而且这东西

能真正改变我们日常生活。”黄世财已经想出了

好几种合作方案，等着和刘一锋详谈。

刘一锋先接待了这位远道的客人。

关于合作的谈话才刚开了个头，一通电话就

打了进来。刘一锋流畅地回答电话那头的提问：

“我们生产能力有限。没关系，可以一步一步

做。”听得出来，对方是个潜在的合作对象。

这通电话，讲了很久。

黄世财笑了笑，对记者说：别看他年纪小，还

真忙。

做国内最好的
柔性太阳能材料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点，我们的产品即将面

世了。”光电宝，是刘一锋清洁能源野心版图的第

一块。接下来，他要给有需要公司提供太阳能模

块，助力电动车的推广；还要向国家电网售卖他

的清洁电力。

央视《创业英雄汇》播出后，八度阳光的关注

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记者等待刘一锋的时间

里，负责行政工作的大三学生接了四通咨询产品

代理的电话。

公司开始拔节生长，刘一锋坦言，还是缺人，

“缺能跟外界打交道的人”。团队为数不多的全

职人员，要么负责研发，要么负责对内管理，他们

还没有成熟的销售队伍。

招人，对这个大二的学生来说，确实有难度。

也不是没通过社会渠道招人，但刘一锋发

现，那些比他大了十来岁的人“很难掌控”，“彼此

间信任程度都不够。”他最信任最了解的，又恰恰

只是自己圈子内的朋友和同学——不可避免，大

家同样生涩稚嫩，有一腔热情，却在社会阅历方

面有天然短板。

“缺人、缺钱，这是创业团队通常都会面对的问

题。”虽然已经在节目里与投资人达成了600万的

投资意向，不过款项没有到账之前，刘一锋还是处

在缺钱状态。他依然在见投资人，寻找对公司最为

有利的投资方案。“没有钱，很多事情都放不开。我

们生产产品要垫资，要钱；你招人，也要钱。”

公司越是往前走，遇到的问题就越多。曾经

一门心思研发产品就行，现在刘一锋也不得不去

思考与研发无关但又至关重要的事情：人怎么

来，钱怎么来，产品怎么卖……刘一锋希望，休学

期间，公司能找到靠谱的职业经理人。

当天中午，团队成员照例叫了外卖。

黄世财本来想请刘一锋“出去吃”。但刘一

锋摇头，他没有时间。就连采访，也在他吃饭期

间见缝插针完成。

离预计出发时间还有一刻钟，刘一锋的助理

坐到了他的旁边，委婉地催促：“老板，记得吧，待

会儿还有事。”

他歉意地对记者笑笑，收拾资料准备离开。

下午一点半，他要见另一位投资人。

缺钱，缺人，更要奔跑

2014 年，刘一锋注册成立了八度阳光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名字里藏着刘一锋的愿景：做家用太阳

能系统，力争用太阳能每天为家庭提供 8千瓦时

生活用电。这也是他的“情怀”：提供清洁能源，

倡导绿色生活。

在一篇微信文章中，刘一锋对自己历程的表

述是：命运让我做 1%。他无法循规蹈矩只做一

个热能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在创业的热潮面前，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之下，他要当那 1%。

刘一锋的项目加入了清华“创加成长计划”，

并在其帮助下拿到了第一笔 50万投资。他们生

产出了第一批产品——一款太阳能晶硅电池充

电“钱包”。打开这款折叠“钱包”，可以看到里面

嵌着三块柔性晶硅电池。阳光之下，将钱包上的

USB口和手机连接，钱包就能变身“充电宝”。

如今，正在为第二代产品光电宝忙碌的刘一锋，

已经看不上他们的初代样品：“还是做得太粗糙。”

“光电宝”将是八度阳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

款产品。它的个头只比 iPhone 6 稍大一些，便

携、轻盈；增加了蓄电池，阳光之下，摊开柔性晶

硅电池板，晒上四个小时，其积蓄电量就能让手

机充满两次。

公司打算在产品成熟后，在网站发起众筹。

就要做那1%

7 月，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学生刘一锋带着

自家公司的太阳能充电产品，录制了央视《创业

英雄汇》节目。

这个 21 岁的大男孩，笃定地介绍：“我可以

自豪地说，我们的柔性晶硅太阳能材料，是国内

最轻、最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

节目导师石述思说，要么，我们遇到了一个

骗子；要么，我们遇到了一个天才。

刘一锋担得起后者的名号。

高中时期，刘一锋就自学了大学物理，常在

学校隔壁的西安交大做实验。对太阳能的关注，

从 7年前就已经开始。2008年汶川地震，刘一锋

所在的汉中地区受到影响，时常断电。那时，刘

一锋便萌生了用太阳能来发电的念头。

他想做的是把晶硅电池变软。市面上常见

的太阳能电池，主要分为晶硅和非晶硅：前者

价格相对低廉，充电效率较高，但易碎，封装在

玻璃中，便携性差；后者柔软，但价格高昂，充

电效率低。

在探索柔性晶硅电池的路上，刘一锋和他的

同行者们申请下了 7 项国家专利。这些专利筑

起了这家初创企业的技术“护城河”。

团队找到了柔性半导体材料，用隐形栅线替

代了导电金属，并且开发了稳压整流电路，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新的电池涂层工艺，最终，实现了

“软度”和“效率”的兼顾。

“一两年内，市面上还不会有性能更高的产

品。所以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研发，把握机遇。”为

了赶上公司成长的步伐，开学本该升入大三的刘

一锋，已经决定休学创业。

耕耘7年的光电梦想

刘一锋：94技术男遭遇创业“忙与盲”

“八度阳光”这个名字中藏着刘一锋的愿景：
做家用太阳能系统，力争用太阳能每天为家庭提
供8千瓦时生活用电。图为5kW户太阳能系统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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