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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欢欢）5 月 18 日，中关
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发布《储能产业研究
白皮书 2019》（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
书》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投运储能
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31.3 吉瓦，占全球市
场总规模的 17.3%。其中，电化学储能项
目的累计装机规模达 1072.7 兆瓦，突破
吉瓦大关，占全球电化学储能市场总规模
的 16.2%，同比增长 175.2%。

据《白皮书》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底，全球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181.0
吉瓦，同比增长 3.2%。其中，电化学储能项
目的累计装机规模达 6625.4 兆瓦，同比增
长 126.4%，所占比重为 3.7%，较 2017 年同
期增长了 2.0 个百分点。

2018 年，全球新增投运的电化学储能
项目装机规模达 3698.8 兆瓦，同比增长
304.6%，主要分布在全球 39 个国家和地
区。装机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

韩国、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
日本、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

2018 年，中国新增投运电化学储能项
目的装机规模为 682.9 兆瓦，同比增长
464.4%，主要分布在 26 个省份。装机规模排
名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江苏、河南、青海、广
东、内蒙古、浙江、贵州、山西、北京和河北。

针对近几年来一直高速增长的电化
学储能市场规模，《白皮书》预测，2019 年
底，我国电化学储能的累计投运规模将达
到 1.92 吉瓦；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即
2020 年，将延续超过 70%的年增长速度；
到 2021 年，储能的应用将在全领域铺开，
规模化生产趋势明显，从而促使成本的理
性下降。

《白皮书》认为，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
进一步推进，储能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发
展，电化学储能的规模将实现两连跳，2022
年突破 10 吉瓦，2023 年接近 20 吉瓦。

中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破吉瓦

本报讯（记者唐凤）近日，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 / 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研究
中心清洁能源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蒋礼威
在研究员胡勇胜和副研究员陆雅翔的指
导下，利用铁部分取代锰的富锰钾基普鲁
士 蓝 为 正 极 、 有 机 染 料 苝 艳 紫 红 29

（PTCDI）为负极，及 22 mol/L 的三氟甲基
磺酸钾水溶液为电解液，成功构建了一款
水系钾离子全电池。该研究结果近日发表
在《自然—能源》上。

水系碱金属离子电池由于其固有的
安全性，成为电网储能的新兴候选体系之
一。然而由于很多电极材料在水中存在溶
解现象、传统水系电解液电压窗口较窄
等，大大限制了电极材料在水系电池中的
选择。

对于正极，富锰钾基普鲁士蓝材料由
于对水稳定且兼具高电压和高容量的优
点，成为水系钾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首
选，但是，其在低盐浓度电解液中循环时
存在严重的溶解问题。研究人员发现，采
用高盐浓度的 22 mol/L 三氟甲基磺酸钾
水系电解液后，电极的溶解大幅减少但仍

然存在电压和循环衰减现象。研究进一步
发现，通过铁部分取代锰，可以减少材料
溶解并大幅度提升循环性能。通过进一步
优化，新电池正极材料在前 40 周循环时
几乎没有任何电压和容量衰减。

由于可用于水系钾离子电池的负极
材料极少，该研究第一次将有机染料
PTCDI 用 作 负 极 ， 发 现 PTCDI 在 22
mol/L 三氟甲基磺酸钾电解液中具有很
高的储钾容量和较好的倍率性能。相关
电解液不仅具有宽电压窗口、高电导率，
而且由于高盐浓度电解液中自由水很
少，可以抑制正、负极材料的溶解，从而
使得全电池具备高电压、宽温区、高功
率、长寿命等特性。

组装成的水系钾离子全电池，可以在
0V~2.6 V 电压区间内运行，其理论能量密
度可达 80 Wh/kg，寿命可达 2000 次以上

（保持率 73%）。研究人员还组装了水系钾
离子软包电池，并演示了软包电池良好的
低倍率和高低温性能。

相关论文信息：

高功率长寿命水系钾离子全电池问世

近日，华为致员工的一封信引
起了广泛关注。信的内容概言之，即
一个企业的核心技术过于依赖外部
环境是十分危险的。对企业而言，无
论是未雨绸缪提前增加库存，以应
对断供的短期冲击，还是坚持谋求
技术自立的长期战略，都是极为重
要的生存之道。信件的表达方式十
分感人，有人为之点赞，但更多的人
则是秉笔沉思。显然，这封信所发出
的“科技自立”的呐喊振聋发聩。

我国加入 WTO 后，工业部门得
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用零部件的
进出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生产规模
超速扩大。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弱
点，就是各个国家的产业出现了局部
生产环节的端点集中，对其他环节的
技术依赖性越来越强。风平浪静时，无
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容易躺在生
产规模扩大的温床中，滋生出一种自
我膨胀的心理，而忽略外部环境突变
带来的危险和尴尬。

以我国电子通讯产业为例，其对
于核心技术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追溯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世纪 90年代
初，我国更加重视芯片技术的研发，在
应用层面大量引进了当时在世界上都
属高端的可编程设计晶片设备、多层
布线印刷电路板制作设备、芯片封装
和检测设备等。鉴于当时我国尚处于
核心技术国际封锁年代，谋求自立是

不二的选择。彼时，我国在微电子技术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尤为引人注
目。无论是大学的专业学生，还是工程
领域的工作人员，与其他行业相比较
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这也奠定
了我国该领域几大企业的基础。

然而 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
WTO，产业链和生产链融入全球价值
链，一些高端零部件可以通过进口的
方式替代自我研发和生产。这使得更
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倾向于选择比较
容易出成果的应用类研究和产品开
发，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以软件应用
类为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科研政
策和发展战略也出现了成果主义的倾
向，对需要踏踏实实艰苦付出的基础
研究失去了敬畏之心，甚至出现了一
种认为短短几年内就可以创造出领先
世界的尖端科技的浮夸之风。

基础研究渐受冷遇，在大学的专
业设置和选择中，表现出“互联网大数
据通讯”热、“数理化”冷的现象；在人
才引进政策中，表现在资源集中在按
成果数量评价的少数人之手，大量从
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不仅缺少研究资
源，也失去了评职称和获奖励的机会。
负面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基础研究失
去了对科研人员尤其是对青年人才的
吸引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生产规
模成了优选的目标，长期采用目标型
产业政策，倾向于对个别企业的支援，

导致尽管可以培养规模较大的企业，
但因资源的扭曲和挤占，同行业的众
多企业失去了创新发展的机会。少数
企业一枝独秀，大多数企业的供应链
则出现断层，不得不进一步依赖于国
外的零部件。

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电子通讯技
术包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
但软件开发工具、核心硬件依然与国
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从经济学
的角度理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
景下，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
运用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国际竞争
环境的公平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国际认同。如
果国际环境恶化，核心技术外部依赖
就变得十分危险。

科技自立是一个国家中长远发
展的基础，实现科技自立，任重道远。
就当下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
核心技术这道坎。首先，从微观层面
看，华为给其他科技型企业提供了警
示样本，那就是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国
际风云突变，可通过增加库存以缓解
断货危机。而从中长期来看，开发独立
自主的核心技术依然是企业和企业家
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其次，从宏观层面看，短期内要在
尽可能的前提下，与更多的国家一道
维护安定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持国际
经济秩序，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大量外

需型企业的生存问题。而从中长期来
看，形成良好的科技发展制度环境仍
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应用研究是树木，
那么基础研究则是土壤，如果说掌握
核心技术的人才是异材，那么研究基
础技术的人才则是千林。人才似如云
修竹，异材方能秀出千林表。

科研制度追求的重点目标应该
是人才而非异材，因此必须摒弃成果
主义的倾向和拔苗助长的方式，敬畏
基础科学，不奢望短平快，要形成长期
的科学立国的制度环境。此外，在产业
政策方面，也要认识到，独木不成林，
一片森林方可抵御尘暴。应该主动摒
弃目标型产业政策，从直接支持个别
企业的发展，逐渐向提高行业的市场
竞争公平性、提高资源效率的普惠型
和功能型转变，这不仅符合国际规范，
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
健全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持：张林
邮箱：lzhang@stimes.cn

从华为的一封信看“科技自立”
袁堂军

逛“科学大院”赴探梦之旅

好看！好玩！好震撼！
———走进 2019 年全国科技周活动主场
■郑金武

5 月 19 日，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启动。本届科技周
以“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展出了
重大科技创新成就和科普惠民成果，让
公众了解科学知识、体验科学乐趣、感
知科学精神。活动将持续到 5 月 26日。

“好看！好玩！好震撼！”北京市
朝阳外国语学校一位中学生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三个好”脱口而
出。这几个关键词也是众多参观者对
科技周的现实感受。

本届科技周主场分室内室外两
个展区，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五
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为主线，设置了
规划引领、建设成就、美好生活、科普
惠民、科技创新重大成就等多个篇
章，展示人工智能、医药健康、集成电
路、航空航天、智能装备、前沿材料等
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展项和互

动体验产品等四百余个项目。
科技创新成果实物展品，以炫酷

的展示技术加持，为公众打造了一场
科技感未来感十足、“好看”有料的科
普盛宴。

万花筒展品前，聚集了一大批中小
学生。不同的三棱镜成像设计，构成了
各种新颖的万花筒，青少年在观察展品
时，可思考不同展品的成像原理，从而
提高空间架构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数字化全息演播厅采用全息交
互技术和适合科普的交互展示终端、
全息演播与显示设备，将 AR/VR 技
术、全息技术与科普内容创作相结
合，操作体验良好、展示形式新颖。

“科技周的布展以‘场景化设计、
故事化描述、互动性突出’为特色。”
北京市科委副巡视员张志松表示，现
场运用了油墨感应互动、信息图示、
手绘漫画等多种手段，采用 VR、AR、

MR 等技术，让公众充分体验科技成
果、科学魅力和科学精神。

科普是最贴近公众的科技活动，
“好玩”是激发公众参与科普的关键。
大型民机未来智能驾驶舱是排队最
长、最受欢迎的展项之一。未来智能
化驾驶舱具有简洁、智能、互联的特
点，其部分功能有望于十年内在我国
自主研发的宽体客机上应用。公众在
驾驶舱里可进行模拟驾驶体验，感受
飞翔的乐趣。

室外的科普荟萃区和户外体验等
展区，展示了一大批贴近民生的设计
创意产品、科普展项和科技互动产品。
通过秀科学、秀咖啡、秀文创、秀魔方
等好玩的形式，推广百姓身边的创新、
创意成果，让观众充分体验科技与文
化艺术相结合的时尚生活方式。

“震撼”的科普体验，来自于“科技
创新重大成就”等板块。这些板块围绕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创新成果、高
精尖产业发展成果等多个方面，展示了
基础前沿、医药健康、人工智能、轨道交
通、智能硬件、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的成果展台成为了
公众争相观看留影的地方。“中国科
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展出了世界首例
体细胞克隆猴图片、世界首幅黑洞照
片、重离子加速器等展品，彰显了科
技创新的“国家队力量”。

走进“美好生活”展厅，科技助力
“绿色生活、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精
准脱贫”的画卷徐徐展开，“天蓝、水
碧、土净、路畅、人和”的场景展示，让
公众切身感受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
巨大红利。

“到 2020 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北京要全力做好支撑，成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北
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表示。

2019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
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百余个研究所
举办“中国科学院第十五届公众
科学日”。

本届公众科学日的主题为“科
技强国 科普惠民”，主要向社会全
面展示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实
施以来，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方面做出的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展现科技造福人类的美好愿
景，激发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
科学的关注和兴趣，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和建院 70 周年。

（详细报道见 2~3 版）

5 月 18 日，中科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科研人员向公众展示科学
小魔术———“万磁王的对抗者”。

5 月 18 日至 19 日是“中国科
学院第十五届公众科学日”。18日
当天，中科院理化所一号楼大厅变
成了“科学游园会场”。

中科院理化所公众科学日活
动最大的看点就是众多科学实验，
涵盖了化学、低温物理、激光技术
等多个学科。有“走近生活的理化
技术”科普画廊，“万磁王的对抗
者”“奔跑吧！炫彩小水珠”“滴水
不进的材料”“蓝色时钟”“奇妙的
低温世界”等科学小魔术，还有“神
奇的激光飞秒加工”“热声发电与
低温超导”“显微世界探秘”等一系
列硬核科普实验秀。

本报记者张楠报道

本报讯（记者黄辛）5 月 18
日，上海市科协第十七届学术年
会暨第十四届上海工程师论坛开
幕式和主题报告会举行。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上
海市副市长吴清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协
主席陈赛娟致辞。

本届学术年会以“聚焦三大
重点领域发展，推进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为主题，围绕市委市政
府工作重点，在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三大领域，开展
近 60 场学术交流活动。

开幕式上，万钢分别为上海
市科协新成立的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三个专业委员会主任
颁发聘书。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担任集成电路专业委
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担任
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科院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毛军发
担任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

万钢在讲话中表示，希望科
协组织要发挥好联系广泛、智力
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瞄准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智库建设；
要聚焦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打
造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助力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守
学术诚信；要精准服务科技人才，
大力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环
境，为上海发展注入充沛的多元
动能，为上海打造全球科技创新
网络重要枢纽、建设富有活力的
世界创新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吴清为新评选出的包括中
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胡丽丽、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游书力在内的 10 位“第十
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颁奖。上
海市科技精英评选创办于 1989
年，前十五届获奖者中产生了 67
名两院院士，是上海高层次科技
人才举荐培养的重要渠道和组
成部分。

上
海
市
科
协
举
行

第
十
七
届
学
术
年
会

今年，是著名数学家、“数学机械化
之父”吴文俊的百年诞辰。

近日，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举办了纪念吴文俊百年诞辰
和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吴文俊近一
个世纪的人生，在一场场报告和一次
次交流追忆中逐渐清晰完整。

吴文俊一生“钻”进了数学诸多领
域，探索了数学的深度，也揭示了数学
的广度，尤其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
中国数学史三大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
就。同时，愿做后辈“肩膀”的吴文俊更
是以人格魅力与纯真个性深深地感染
着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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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
数学界的“老顽童”

水和油能混合吗？在中科院海洋信息技术创新
研究院暨声学研究所，公众在参与超声乳化实验。

韩扬眉摄

中科院理化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