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7330

10位ISBN编号：750973733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汪同三，何德旭　主编

页数：408

字数：55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内容概要

汪同三、何德旭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展报告（2012）》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推出的系列发展报告。
报告聚焦中国社会热点，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报告力图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整体上的描述，对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较全面、较深入的
剖析，对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存在的问题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展报告（2012）》旨在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出谋献策，同时为大众了解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有益的帮助，也为
从事经济理论和实际研究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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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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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五　中国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报告
　　一　智能电网的提出
　　二　中国建设智能电网的必要性
　　三　中国智能电网的研究和发展状况
　　四　加快中国智能电网建设的主要建议
报告六　扩大消费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GDP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二　应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居民消费变动
　　三　政策建议
报告七　2010年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
　　一　2008～2010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综述
　　二　2009～2011年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
　　三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争论和度量
　　四　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和导向
报告八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0～2011年度）
　　一　2010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综述
　　二　电子商务服务市场发展情况
　　三　电子商务环境建设
　　四　电子商务应用情况
　　五　电子商务区域发展情况
　　六　国外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七　问题和障碍
　　八　政策建议
报告九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报告
　　一　房地产金融概述
　　二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环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三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状况
　　四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趋势
　　五　促进中国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报告十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中国劳动者素质指数
　　一　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二　中国劳动者素质的聚类判别
　　三　中国劳动者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与素质指数
报告十一　起步与跨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2010）
　　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与意义
　　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发展目标与任务
　　三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五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报告十二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报告——循环经济“十一五”发展总结和“十二五”发展展望
　　一　“十一五”循环经济理论研究概况
　　二　“十一五”循环经济工作进展和主要成效
　　三　“十一五”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　“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
　　五　“十二五”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六　“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七　结语
报告十三　中国制造业发展报告
　　一　中国制造业规模
　　二　中国制造业的结构
　　三　中国制造企业与重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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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确定技术路线与标准体系，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　　智能电网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重大
技术变革，世界各国在智能电网前面起点基本相同，中国应抓住这个时机，掌握智能电网核心技术，
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当前我国现有关键设备及技术标准无法满足建设智能电网的全部要求，技术创新是实现智能电网的关
键路径，要将智能电网的研发实施与当代电网的改进发展相结合，明确选择技术研发路线，建立智能
电网评估指标体系。
　　建设智能电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电力系统和信息科技两大领域、数十方面的技术，关键在于
解决技术问题。
智能电网的关键技术不仅涉及保障电力快速反应、安全传输的电力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仿真与试验
技术等与电网智能化控制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还应有与智能电网相配合的储能技术，分布式电源的
规划与接入技术等，智能电网管理技术的研究也不容忽视。
　　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道路，加强人才的储备，进一步加强国家综合科技创
新能力。
产即指企业，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制造企业很多；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院校在智能电网领域有较
强的技术储备；中国科学院、中国电科院、国网电科院是智能电网研究机构的代表；电网公司和发电
企业是智能电网落实应用的代表。
这四方面的技术力量联合起来，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才能切实搞好智能电网；而智能电网人才的积
累和开发也集中在这四个方面。
　　要坚持自主创新，包括原理性创新和集成性创新。
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对于共性技术与设备的研究，要集中各路科研力量，着眼于国际间的
技术合作，尤其要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尽快为智能电网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通过自主创新，形成独立的知识产权体系，包括完善的产业链条。
　　（三）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智能电网建设目标　　基于我国的国情，智能电网建设要依据发
展所需的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　　第一，要发展输电网的智能功能，解决当前阻碍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开发和传送瓶颈问题。
通过新技术解决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大规模并网和传输的问题，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升一个高度
，而不再限于一种补充性能源。
通过新技术实现新能源分布式发电的有效并网，以及实现微电网的扩大应用，也即达到可再生能源的
普及使用。
　　第二，输电网和配电网智能化的齐头并进。
配电网领域的需求智能化响应是实现智能电网的关键环节，而且对于有效降低网损非常重要。
　　第三，智能用电也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减少用电负荷、提高电能质量。
要继续开展需求侧管理，积极发展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大容量储能技术以及关注与智能电网密切相关的
电动式交通运输工具研发、推广趋势。
　　第四，推进试点工程建设，积累智能电网建设相关经验。
　　发展智能电网技术必须考虑安全性以及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每个独立的项目必须进行技术经济的分析，从国艮经济的角度，从资产全寿命期的角度，分析其投入
产出比，研究其投资效益。
技术经济性不合理的方向应该暂缓推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高的技术和项目应优先鼓励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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