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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全新的创新形式，可以让已有技术发挥和新发明一样的作用，田大卫、金珺和陆泰来认为，这可以大大增强
我们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

大型水力发电、大型太阳能光伏、大型风能……说起中国的低碳技术，通常关注的焦
点就是这些。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创新，从云南的农业合作，到北京农村
的刨花秸秆，再到杭州和深圳只用盐和水的空调。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低碳经济和社会的
构建来说，这是更加光辉的范例。

中国的低碳创新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整体的碳足迹规模巨大且日益增长，而且也因
为中国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意味着低碳创新发展和推广的独特良机。中国的科学和创新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而且
由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国日益扩大的地缘影响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
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知道，美国经济（更不必说军事了）相对其它国家仍然占有压
倒性优势，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两倍多，而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中国目前的科
学和创新力量。

尤其是高技术创新能力，这一能力无疑正不断提高，但在大多数部门仍然相对低下。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能力
低下，中国目前的低碳创新相关政策大力强调的是高技术创新。当然，这种强调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比如中国
的全球性太阳能光伏企业和先进的煤燃烧技术。但只靠这些，即使在已经广泛采用的地方（况且中国90%的光伏
都用于出口），也无法实现所需的低碳体系整体性转型。

有一种形式的低碳创新能带来无法想象的机会，这就是经常遭到忽视的“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挑战者我们关于
创新的许多常识。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管理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 (NESTA)
在一份报告中将其用于低碳创新。根据他们的定义，颠覆性创新即“更经济、更易于使用的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替代
品，通常由非传统主体向以前被忽 视的客户提供”，并/或在全新的背景和组合下使用，与技术发展的既定轨道相



反。颠覆性创新的效用可能达不到既有定义中的“最尖端功能”，但却具有截然不同 的用途，服务于被忽视的用户。

英国皇家工程院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必需的低碳转型时间的极度急迫，“只有已知的低碳技术才能
为2050年目标的达成作出巨大贡献，它们已经进入市场、接近市场或者接近大规模应用”。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充
分利用已有的技术。

但是从只是利用既有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角度来说，这个气候影响的最大化不能被局限于对这些技术的现有利用和熟
悉的行业定义。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条切实提高低碳技术社会影响的潜在路径，不需要依赖根本性的技术升级。

这一观点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高技术低碳创新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主要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仍
然掌握在OECD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而且因为中国企业已经在通过其低成本的颠覆性创新改变全
球竞争的版图，就像管理学者曾明（音）和彼得·威廉姆森所指出的那样。

比如，海尔通过相对低技术的调整开发出一系列针对小规模高利润市场（包括学生宿舍和酒窖）的冰箱。中国国际
海运集装箱集团 (CIMC)通过低成本战略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全球优势地位。其它的低成本颠覆性创新成功例子还包
括奇瑞汽车、珠江钢琴、TCL电气、曙光计算机和振华港口机械。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

曾明和威廉姆森列出的上述和其它例子并非低碳创新者（至少不全是或者还不是），但中国低碳创新者的光辉典范
正在不断增多。比亚迪汽车公司利用其在电池生产和技术上的全球领先地位，开发低成本的电动汽车，已经吸引了
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的关注和资金。皇明太阳能集团现在已经成为太阳能光热方面的全球领军者，这一
行业整个被中国企业所统治。

通过针对中国市场的低成本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企业所掌握的技术开发优势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其它
发展中国家。由于总成本可以减少70%以上，而且到2050年全球的低碳投资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服务于这个
市场不仅仅可以名利双收，获得间接资源和需求，还将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如果能出台一项政策，大力支持中国在颠覆性低碳创新上的竞争力量，也能加速中国低碳体系的转型，以应对时间
上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反过来说，由于体制、社会和文化情况的改善很难找到实现的捷径，资金主要用于提升高技
术创新能力的话，将大大延缓低碳转型。

类 似的，把颠覆性创新上升为政策可以促进公众对低碳更广泛的再认识，脱离必须有昂贵设备的现有认知。这可
能在低碳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埋下一个可以感知的 对立，从而导致前者的减速，但很清楚，二者都必须实现
低碳转型。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强迫中国在“环境”和“经济”之间进行选择，颠覆性的低碳创新是绕过这 一错误抉择
的重要途径。

最后，颠覆性创新为世界性企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最有希望的路径，仅仅简单地沿着既有道路追求高技术改进只会
带来永 无尽头的“追赶”。要想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技术公司，与其专注于高技术本身，不如开发颠覆性低碳创
新更加有效。这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营战略一样具有重 要意义，而它对中国的低碳转型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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