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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位相声演员正在为参会观众
介绍即将在成都经开区落地的博世力
士乐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

②采用西门子工业4.0技术的赛鼎工
程有限公司的大规模碎煤加压气化装置。

③知名自动化品牌图尔克（Turck）
展出的装有其非接触式编码器、倾角传
感器、非接触式位移技术、IO-Link 协议
模块及液压传感器的一套操作装置。

张楠摄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长期以来，
“缺芯少屏”一直
是我国电子信息
产业的短板。而
今，这样的局面
已有所改观，但
新的问题也随之
而来。

“

当前大气污染引发的雾霾天，
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随着大气
污染治理的深入，相对容易的措施
已经普遍在实施，未来如果需要进
一步提升大气质量，就需要更加有
力推广清洁能源利用。我国目前正
处于经济与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
阶段，“十三五”期间经济与能源结
构调整潜力依然很大。因此，“十三
五”实施清洁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
新的能源革命将成为大气污染治
理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雾霾天气主要源于城
市能源结构不合理，而发展清洁能
源是调整结构、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地源热泵恰恰
能够实现地热、余热等资源清洁高
效利用，可减少冬季燃煤产生的二
氧化碳、氮氧化物对大气的污染。

根据燃煤供暖锅炉《锅炉大气
污染排放标准》，二氧化硫、氮氧
化 物 和 粉 尘 排 放 标 准 分 别 为
400mg/m3、400mg/m3、80mg/m3，而
燃煤电厂锅炉执行 《火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标准分别为
100mg/m3、100mg/m3、30mg/m3。采
暖锅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
尘分别是电厂锅炉的 4 倍、4 倍和
2.5 倍。

目前关于“谁是造成雾霾主要
原因”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多数观
点趋向认为燃煤采暖锅炉和散煤
燃烧是造成雾霾的重要诱因。相对
于太阳能发电、风电等替代的燃煤
电厂排放的污染物，地热供暖替代
的是供暖锅炉的燃煤和直燃的散
煤所产生的污染物。因此，发展地
热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意义将更
加突出。

根据 2013 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国将
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到 2017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降低到 65%以下，其中雾霾天气较为严重的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量负增长。因
此，在全国大部分城市饱受雾霾困扰的情况下，加强科
技创新、加快地热能源的普及和应用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发展地热能源对于根治大气污染的效果也将更
加显著。

我们要进一步摸清我国各类地热资源状况，研究
各种地热开发利用技术和模式的使用边界以及投资、
运行成本的对比，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进行宏观
思维，兼顾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地上地下、浅层深层
等，做好我国地热产业的布局，经济、科学、有序开发好
地热，并提出有价值的咨询报告。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列入了风能、太阳能规划目
标，结果 10 年来风能装机容量从 2005 年的 126 万千
瓦增长到 2015 年的 12934 万千瓦，增长了近 103 倍；
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2005 年的 7 万千瓦增长
到 2015 年的 4318 万千瓦，增长了近 617 倍。2016 年，
国家“十三五”规划中也专门编制了《中国“十三五”地
热产业发展规划》，从 10 年前风能、太阳能开始编制规
划以来的发展速度不难看出，地热产业的发展前景将
不可限量，地热的黄金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能中心指导委
员会主任，本报记者赵广立根据其在“陆特能源·2016
第八届中国地源热泵行业高层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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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越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困难，处于经济增长
低谷时，银行系越是融资的主渠道。现在，国民
经济增长处于供给侧深化阶段，从直接融资和
间接融资占比及资产配置情况来看，商业银行
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融资的主渠道。

既然在经济下行期社会融资的主渠道依然
离不开商业银行，那么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
又该抓住怎样的机会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与金融技术相融合

众所周知，互联网金融在促进金融改革深
化和泛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将中国的
互联网基因植入中国银行体系，这是对金融行
业最大的正向因素。

可以说，资本市场成就了互联网金融，同时
也崩溃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
是两个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是烧钱模式，通过
资本市场的几轮融资，基本是 A 轮养活 B 轮，B
轮养活 C 轮……最后通过上市形成利润，但如
果表现不佳，互联网技术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还
有一类是非平台类技术，这与商业银行的盈利
模式非常相关，这就是 Fintech（金融科技）技术，
全球金融业投入 Fintech 技术远远大于大型互
联网商业公司。

Fintech 技术催生巨大的市场空间。之前，
AlphaGo 的出现是制造业对第三服务业的巨大
挑战，如果 AlphaGo 能够打败围棋界最高代表，
那第三产业服务业中谁能打得过这个机器？由
此可见，智能类的技术与第三产业构筑新型服
务行当有着巨大的空间。互联网公司比较关注
平台类的技术，但银行系比较关注智慧和点对
点技术。从目前区块链投资额和投资范围来看，
银行系是主力。

未来还会出现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技术相融
合，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形成金融科技三

大支柱。这个市场相当巨大，围绕 Fintech 和科
技金融结合点就会发现，这三大类技术是所有
金融类机构融合的主要渠道。

“十三五”时期，银行系将有两大重点：机器
智能、人类智慧。通过这个体系会发现，银行系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是科幻的，你的
所想、所及，都是通过传感器、智能手表、智能眼
镜或助听器来对你进行全方位的支持。

多因素驱动智慧银行建设

银行业要达到大象无形，无处不在，必须关
注七个方面，而这七个方面是未来打造智慧银
行的重要驱动因素。

首先就是信息化。虽然业界现在都在讲数
字化，但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信息化。大数据很神
奇，但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优势是大，缺点
是太大。一旦海洋类数据放在你前面，你会发现
无所适从，特别是对非专业类人员。如何解决这
类问题？有两种策略：对称信息的决策，非对称
信息的决策。非对称信息的决策是从一滴水看
阳光，没有必要看海量数据，海量数据知道得越
多反而越烦恼。

另外是移动化。移动类终端出现了两个
趋势：数字类趋势和语音趋势。数字和语音必
须分类，平板也可能不是我们经常看的手机，
而是眼镜。目前，OS1 体系里是语音和数据已
经分离，语音就是语音，数据就是数据，平板
和语音已经出现了分离，但它归根到底就是
传感器。

智能化是现在新型渠道建设的一个重要
领域，智能化是未来银行网点具备的主要特
点，它拼的不是网点，而是智商。智能化系统
或投顾软件给客户的建议能获得比其他更高
的收益，还能比其他金融产品更安全，客户也
会像《Heart》电影里男主人公一样爱上自己的

智能投顾软件。
平台化也是一大驱动因素。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即使暂时免费但到一定时候也会收费。我
们发现，商业银行许多业务也会降低费用，为什
么？它是一种综合客户贡献类的手段，这里面的
逻辑是一致的，就是客户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
的消费者剩余。

第五就是生态化。供给侧改革之前，行业
是分开的，供给侧改革之后，产业趋势出现了
跨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打通，出现了服务
制造业的概念，这类公司已经非常之多。如果
按以前兵对兵，将对将，行业对行业，企业对企
业的服务模式的话，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金融产
品开发的需要。金融产品开发的需要必须具备
更高的视野，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各大银行都
在开发基于生态链的产业类金融产品。生态化
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用共融、共生、共享的理念
来构筑新的发展模式，

国际化也已经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每个人
的财富资产配置和企业经营发展来讲，中国一定
是融入全球化的大国，每个人的经营行为和企业
的经营行为已经离不开国际化的背景。将来大家
会发现，智能投顾类系统或咨询类的产品都会考
虑国际化的因素。

最后就是差异化。以往的商业模式，包括互
联网金融模式都是平台式战略，即赢者通吃，特
别是在互联网领域比较明显。但随着智能技术和
点对点区块链技术出现，我们就会发现未来的生
态更加多样，既有巨无霸，也有丛林法则中间的
狼和羊。既有狮子和老虎，也有狼、羊和小草，大
家生活得都很好。这样一个差异化的生态体系就
是智慧银行未来润物细无声，支持供给侧改革，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作者系上海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本报记者李惠钰根据其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发展
峰会上的发言整理）

银行业步入“科技+”时代
李麟

显示产业探寻发展新动力
本报记者 计红梅

“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从 2010 年的 200
亿美元收窄至 88 亿美元，年均降低 18 个百
分点，初步打破缺芯少屏的尴尬局面。”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
降，同比下降 85%。”

11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处长王威伟在由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
晶分会和日经 BP 社联合于京主办的“中国·
北京 2016 国际显示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的
这两组数字，折射出我国显示产业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缺芯少屏”一直是我国电子
信息产业的短板。而今，这样的局面已有所
改观。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全球范围内显
示行业已接近饱和的状况。如何寻求发展新
动力？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来自海内外显
示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对此展开了
深入探讨。

从“提量”到“提质”

“十二五”期间，我国显示产业的发展可
谓一日千里。据王威伟透露，从 2010 年到
2015 年，我国显示产业的生产线数目从 7 条
增长到了 22 条，全球市场占有率由“十一
五”末的 3.9%提升至 22%，成为全球第三大
生产地区，龙头企业营收翻了数倍，2015 年
显示产业收入达到 1675 亿元，市场规模位居
全球第三。

然而，发展至今却出现了“增量不增收”
的情况。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显示产业销售收
入为 1300 亿元，同比增长 10%，出货面积超
过 350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但企业盈
利能力却大幅下降，同比下降 85%。

对此，王威伟给出了一些解释，如电视
机、个人计算机等传统需求增长乏力，车载显
示、可穿戴设备等新应用带动行业新需求；全
球电视消费尺寸增大拉动面板出货量增加，
但价格波动较大，部分尺寸同质化竞争严重。
因此，在王威伟看来，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
既跟全球经济下行、下游市场萎靡有一定关
系，同时也有行业内部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
原因，而这些都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隐患。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传统需求增长
乏力的情况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王威伟以电
视机为例说，2015 年全球液晶电视出货 2.15
亿台，同比下降 0.6%，据有关机构预测 2016
年也是 2.19 亿台，同比增长 1.5%，无显著变
化，未来三年仍将持续乏力态势。

乐金显示 OLED 电视推广部总经理朴昌
赫认为，这一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存在。他
表示，近年来，全球显示行业的规模增长了四
五倍，于 2006 年达到了增长最高峰，之后增
长率开始持续下降，最近增长率仅为 1.4%，可
以说已处于饱和的状态。“整个显示行业需要
新的发展动力，这一形势已经是肯定的了”。

就中国而言，当前的现状是，2015 年我国
面板出货面积占全球 22%，但是销售收入仅
占全球的 13%。“这说明我们产品的附加值
低、低端产品多，而高端产品没有很强的话语
权。”王威伟指出，目前显示技术发展水平还
不能完全满足下游新兴应用的需求，例如虚
拟现实（VR）对屏幕高分辨率的要求等等，因

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尽量满足下游
应用需要。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王威伟透露，
下一步产业政策还会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
在即将发布的《信息产业发展规划指南》中，
也把新一代显示作为一个方向重点提出，但
是提出的概念已经与“十二五”甚至更早期有
所不同：现在是“提量”变成“提质”，规模的扩
张变成质量的提高，重点是支持新型显示技
术的研发，实现高分辨率产品规模量产和
AMOLED（有源驱动有机发光显示）产品量
产，同时也在下游不断拓展新型显示器件的
应用领域，而不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LCD与 OLED的较量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理事
长王东升认为，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的到
来，全球显示产业所要应对的问题也发生了
变化。“当前显示产业正面临两大关键挑战：
一是显示技术的创新如何进一步满足乃至拉
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
展；二是显示产品应用创新能否进一步拓展
到各个细分行业和领域，真正实现显示无处
不在。”

就技术层面而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联合制定的《2014—2016 年新型
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2016 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目标是，按面积
计算出货量达到世界第二，全球市场占有率
超过 20%，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3000 亿元。中
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据此认为，“平板显示
有望成为我国电子信息领域最先进入制造强
国的产业。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发展成为世
界显示大国和强国的目标非常值得期待”。

作为平板显示的两种主流技术，液晶显
示器（LCD）和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谁会

成为业界主流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威伟表
示，从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现在已经初步形
成 LCD 和 OLED 并存的格局，两者市场占有
率总和已超 95%。其中，主要还是 LCD，
OLED 的量相对偏少。他预测，未来几年还会
持续以 LCD 为主导、AMOLED（有源矩阵有
机发光二极管）为主要增长点的发展态势，

“‘十三五’期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保持”。
另外，他指出，印刷显示、柔性显示将成

为产业界技术攻关的重要方向，材料和装备
研发投入会不断加大。量子点、Micro-LED、
激光投影等新型显示技术也在积极争取细分
市场上的份额，未来有望在大尺寸应用方面
取得突破。

同样是 11 月 1 日，维信诺研发负责人、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副总裁黄秀颀在论坛
主题演讲中透露，该公司已研发成功全球首
款 3 毫 米 弯 曲 半 径 下 180° 对 折 柔 性
AMOLED 显示屏，立即引发现场轰动。

据黄秀颀介绍，柔性显示技术可以分为
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实现固定曲面显
示；第二个阶段，实现可弯曲 / 可卷曲显示，
形成较小半径的曲面造型；第三个阶段，实现
可折叠显示，可沿单轴折叠；第四个阶段，实
现全柔性显示，可以任意折叠甚至拉伸。维信
诺最新成果的推出，意味着柔性显示技术研
究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可以
轻松实现手机、平板电脑的轻松转换，也为柔
性显示提示了新的应用方向。

朴昌赫对 OLED 在电视领域的发展前景
也非常看好。他认为，OLED 电视的意义，是
在显示行业中为停止不前的 LCD 市场提供
了新的反转动力，可以满足消费者追求新颖
的需求。他甚至提出，“OLED 是第四次工业
革命时代最佳的解决方案。”

与之相反，一直也在 OLED 方向持续发
力的三星公司代表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三

星显示液晶电视研发中心副社长金学善认
为，“从目前的产业生态系统、价格竞争力，以
及技术潜力看，LCD 依旧是未来电视领域比
较适合的技术”。

跳出显示器之外

作为一家在 2005 年就把显示业务带入
中国的公司，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显示材料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李俊隆在承认

“显示器是显示产业的根本”这一结论后，向
在场听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否跳出显
示器这一既定模式，想想面板还会有怎样不
同的应用？”

他回忆说，2011 年，中国的面板产业正是
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时候，但是对日本、韩
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显示企业而言，这却是
非常痛苦和具有挑战性的一年。面板厂家遭
受了巨大的亏损，也不断地投入了新的研发
资源，竭力想找出下一个时代的显示器，但对
此消费市场的接受效果却不太好。“于是我们
提议面板业的朋友想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
么样的？这一概念在五年后的今天很容易被
接受，但是五年前却可能显得有点空泛”。

之后，他们邀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
行业的专家学者，一起建构未来的生活。最后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显示企业最想做的，第一
是液晶窗户，其次是把面板做成天线。对于液
晶窗户，默克身先士卒做了示范。默克总部创
新中心面对大街的那面墙，所有的窗户都是
液晶窗户，利用液晶旋转的角度来控制太阳
光照射到室内的量，不仅美观而且节能。

谈及显示产业的创新，金学善也在其演
讲的最后提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显示的
内容为什么一定是既定的回忆？”“为什么我
们的显示一定要插电才可以进行？”“有没有
闭着眼睛也可以看到的显示？”

本报讯 为期五天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 11 月 1 日在上海拉开帷幕，此
次展会上的展品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最新
技术的风向标。

在中国强化制造业和调整产业政策的大
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也向着更加专业化、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工业品牌展，一些国际化的展品体现了未来
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

位于 5.1H 和 6.1H 馆的“工业自动化
展”齐集众多该领域的顶尖企业，集中体现
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这里展示了集成制造

单元系统解决方案与模拟生产线，以实际案
例体现智能制造技术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勾勒出未来智慧工厂的蓝图。

位于 7.1H、8.1H 馆的“机器人展”打造
了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核心零部件、
服务机器人体验区、高校科研创新区等五大
板块，展现最前沿、最齐全、最具爆发力的机
器人先进技术和行业应用。新松、广州数控、
埃斯顿、埃夫特、新时达、配天、李群的本土机
器人厂商上演自主品牌的崛起，新松携自主
研发的国内首台智能柔性 7 轴轻载复合机器
人和双臂协作机器人亮相。 （张楠）

工博会展智能

按图索“技”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