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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的主要内容及完成典型工作任务的条

件、过程及意义等。“工作对象”指工作情境

和工作过程中人的职业活动内容。“工具、材

料、设备与资料”，其中资料是在完成这项工

作中要使用的说明书、制度、规程等。“工作

方法”完成这项工作中使用到的工作层面、组

织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方法。“劳动组织方式”

是指完成这项工作中以合作形式还是独立工作

形式去完成，以及和上级、同级、下级等部门

和人员之间的关系。“工作要求”是完成这项

工作中，怎样才算做对了？要达到什么要求、

什么标准、什么规程。有了对典型工作任务的

描述，就对典型工作任务有了一个明晰的认

识。

比如说对“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的

描述(如表2所示)。

典型工作任务的提炼和形成，为进一步

进行职业能力分析和课程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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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内蒙古作为我国的基础资源基地和能源基地，是我国新能源的重点发展地区。本文将从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两方面分析
内蒙古新能源发展现状；并利于SWOT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个维度对内蒙古新能源发展战略进行探索，并对其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给出政
策建议，为电力企业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能源市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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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和新能源市场

的建立，我国的新能源产业逐步实现了市场化

和规模化，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我

国积极支持风电事业的发展，促进风电设备的

国产化和规模化，提出了“乘风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等措施；随

着“西电东送”战略的提出，西部地区的水力

资源也逐步得以开发和利用；太阳能产业规模

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是全球太阳能热水器生产

量和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太阳能光伏电池

的重要生产国[1-2]。同时，我国的核电发展技

术和战略路线正在执行。根据我国的核能发展

计划，2020年我国的核电比重将占到电力总容

量的4%，相当于建成40座大亚湾级的核电站。

另外，生物质能、氢能、地热能等形式的新能

源，也处于较快的发展之中。总的来说，发展

新能源是世界可持续发展不可逆的潮流，我国

目前积极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并且将长期秉

持新能源发展战略[3-5]。

2.内蒙古新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2.1 资源条件

(1)风能资源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十分丰富的风力资源，

自治区历来重视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并把

保护、促进风力发电产业持续发展作为战略重

点。初步统计，在内蒙古自治区118.3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98亿千瓦时的风能资

源，可技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在1.5亿千瓦

左右，占全国陆地可技术开发利用风能总量的

50%左右，位居全国第一位。年风能有效利用

小时数约在4380～7800小时，年风能利用率在

50～90%，而且风能品质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好

的特点。全区划分为八大风场，分别为朱日

和、商都、锡林、辉腾锡勒、锡林辉腾梁、阿

贵图、乌兰、嘎松山，

(2)太阳能资源条件

内蒙古地处内陆，平均海拔约1000米。

年日照小时数：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

江右岸平原为2400-3000小时，年日照百分率

55%-65%，其余各地为3000-3400小时，年日照

百分率65%-78%。年辐射总量：呼伦贝尔盟、

兴安盟为110-130千卡/平方厘米；哲盟、昭

盟、锡盟为130-140千卡/平方厘米，其余盟市

为140-160千卡/平方厘米，仅次于西藏和西

北各省区。直接辐射为55%-70%，散射辐射占

30-45%。内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使得

全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处于全国太阳能资源的丰

富区内。

2.2 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全自治区除乌海外，十一个盟市在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截止到2011年上半年，全区可再生能源并网发

电设备装机容量达到了1326.8万千瓦，发电量

131.6亿千瓦时。其中，风电1235万千瓦、太

阳能205千瓦，其余还有水电、生物质能、沼

气等其他可再生能源。

全区风力发电并网装机容量占全区发电

设备容量6850万千瓦的18.03%，风力发电量

上网电量占全区社会总用电量893亿千瓦时是

13.27%。自2005年起，全区的风力发电并网装

机容量、发电量和设备利用小时数三项指标已

经连续在全国保持第一。随着风电的可持续发

展，全区风力设备制造业的能力不断提升，金

风、华锐、华创、瑞能、汇丰、国水、维斯塔

斯等国内外12家整机制造企业入驻内蒙，2010

年底已经具备产能750万千瓦的能力。风力发

电的迅猛发展，已使内蒙古的风力发电成为第

二能源，并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规模能源

和主力能源过度，由此也使内蒙古的风力发电

产业向着支柱产业迈进。

“十二五”期间是内蒙古自治区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又面临一

次发展的机遇，自治区安排风力发电装机达

到3300万千瓦(蒙东1300万千瓦，蒙西2000

万千瓦)，占全区电力发电设备装机1.33亿

千瓦的24.8%；太阳能并网50万千瓦。整个

“十二五”五年风力发电量将达到或超过2560

亿千瓦时，较“十一五”增加1236亿千瓦时，

增长近1倍。即占电网容量24.8%的风力发电设

备可以发挥出20%的全社会电量，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不仅提高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

且有助于节能减排。内蒙古光电的发展较其他

光资源丰富省区较为迟滞，规模也很有限。但

由于内蒙古地区出众的地势地形特点，其开发

光伏资源的前景将会十分广阔。

3.内蒙古新能源发展战略分析

3.1 SWOT战略分析

(1)整体优势分析

①清洁能源的资源与经验。内蒙古自治区

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目

前，五大发电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都成立了新

能源有关的分公司，旨在这片资源富集的区域

进行产业布局。②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

改善内蒙产业布局，切实提高区内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自治区各级政府积极制定相关的政

策，鼓励区域内可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2)整体劣势分析

①可再生能源比例问题较突出。风电装

机容量比重偏高，目前高于20%，不利于电网

系统的稳定，其他新能源如光电所占比例又过

小，发展极不均衡。②电网建设滞后。近几年

风电发展速度太快，远远超出电网发展规划，

造成电网消纳困难。我国风电面临大规模、高

集中开发和远距离、高电压的输送要求，其电

网技术和经济问题尤为复杂。③内蒙古地区电

网关系错综复杂。自治区有蒙西电网(也称内

蒙古电网)和蒙东电网(隶属于国家电网)，蒙

西的电力外送需要通过国网，其电网结构阻碍

了风电产业的合理发展和外送通道的规划建

设。

(3)整体机遇分析

①国际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

放国家，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经济虽然

可能面临冲击，但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巨大的淘

金机会。②国家及行业机遇。我国到2020年单

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

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长期规划。配套的法规及规划也相应出台，包

括《可再生能源法》、《中国可再生能源中

长期规划》等配套政策和细则。“光伏屋顶计

划”、“金太阳工程”、“风电上网电价政

策”也将相应出台，使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

新能源产业迅速发展。其次，传统能源价格的

上涨削弱了传统能源的成本优势。再次，新能

源产业的配套产业及技术不断完善，应用成本

逐步降低。另外，智能电网的建设将为打破新

能源业务发展瓶颈创造条件，全面提升电网大

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的能力，推动清洁能源发

电上网。③区域机遇。内蒙古新能源产业的崛

起，不仅作为一个新产业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和

就业，产生规模效应，而且能够改善自治区的

产业结构、提高先进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产业中

的份额、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4)整体挑战分析

①生产成本较高。目前太阳能、生物质能

发电的技术发展和市场开拓都面临着高成本、

高电价的束缚，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发展会使电

企成本负担大幅度增加。除成本外，对于电网

的相应配套要求也很高(如并网的风电和太阳

能)。

②核心技术缺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持

续发展能力欠缺，是中国太阳能发电产业的软

肋。                      (下转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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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直观的知识点呈现，

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

的应用来突破教学难点，从而有效地活跃课堂

气氛，提高教学效率。

3.5 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智能交互性

交互性是多媒体技术应用过程中最重要的

特点和最大的优势之一，通过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多媒体技术智能交互性，对于学生开展素

质教育以及技能训练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和积

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验课程、操作技能训练

等方面，比如在实验课程上，对于一些开展教

学活动内容比较麻烦或者是投入较大的课程内

容，通过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从

而使得教学更加的有效率。

4.多媒体技术在现代教学应用中注意的问

题

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看到多

媒体技术在现代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同时应该

注意到在任何事物发展利用的过程中总会出现

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需

要对其加以注意，下面我简单对多媒体技术在

现代教学应用中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4.1 在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学科性质，注重和传统教学手段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因为有了多媒体技术

的应用，那么在课堂上教师就机械利用多媒体

技术进行课程教授，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一方面要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另一

方面教师需要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教学方式

等，通过在语言、动作、声音等方面进行教学

活动的开展，在教学过程中，懂得结合自己的

教学特点，灵活地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活

动，要充分考虑学科性质，注重和传统教学手

段结合。

4.2 多媒体课件制作时不能够机械地重复

教材内容，要懂得取舍

在多媒体课件制作过程中，尽管要求课

件制作要紧密结合大纲要求，但也不是完全就

按照课本内容编写课件，否则就失去了多媒体

教学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地利用和

发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对教学内容进行地适当

提炼、补充和总结，对于教材中晦涩难懂的内

容，通过多媒体教学从而使得这些内容更加地

形象具体，从而有利于教学开展。因此在多媒

体课件制作时不能够机械地重复教材内容，要

懂得取舍。

4.3 提高教师驾驭多媒体技术的能力

多媒体教学过程中，需要进行一些课件或

者网络资料的收集，那么这对于年轻教师来说

应该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一些年纪稍微大的教

师来说，就需要提高自身的计算机操作水平能

力，首选要提高自己的多媒体技术操作水平，

另一方面要懂得如何将自己的所要讲解的知识

内容和自己的经验方法融合到多媒体教学过程

中，因此这就必须提高教师驾驭多媒体技术的

能力，从而更加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5.结束语

在现代教学过程中，通过利用多媒体技

术，从而更好地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对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加以弥

补，将传统教学方法和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有

效地结合，一方面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更

重要的是增加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鼓

励学生加入到课堂教学中，提高了课堂教学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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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风

险，历时较长，交易费用较大，而且并不是所

有在国内获准的项目都能通过EB注册，一旦注

册失败，项目前期的投入都将成为沉没成本，

给公司造成损失。

④补贴不足。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新能源

项目电价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补贴力度不

足，新能源发电成本居高不下，在电价争取方

面还需要做大量工作。

3.2 影响因素分析

(1)法律政策因素

在新能源发展的起步阶段，内蒙古自治区

就要逐步在探索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的能源法规

体系，为能源领域制定行为规范，将新能源发

展扶上正轨。建立真正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

情况的新能源法规和政策体系，需要深入了解

和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当前的新能源发展形势，

以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为立足点，考虑全

社会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见，

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能源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2)管理因素

对于能源领域的管理主要分为政府和社

会两个层面。在政府的层面，应该遵照能源法

律，为能源产业制定标准，对能源产业加以适

当的监管。建立相应的政府能源管理部门，各

部门分工明确，职能清晰，提高管理效率，使

新能源产业既处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同时

也给予其足够的发展空间。在社会的层面，则

主要通过社会能源组织和能源企业为能源产业

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指南，并切实加以落实和

执行。

(3)人的因素

能源生产者转变能源理念，处理好新能源

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关系，平衡新能源生产的多

方面影响因素。能源消费者转变能源理念，提

倡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将节能环保的生活方

式转变为自发的日常行为，从需求的角度影响

能源产业的发展。另外就是人才引进的问题。

争取吸引新能源行业以及相关支持行业的高素

质人才，推进改革，为人才创造发展空间。

(4)市场因素

市场环境的好坏，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和决定

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政府

的引导，所有市场参与者应当规范自身行为，

公平地取得合法利益。首先，要在市场中打破

对传统产业、灰色利益的保护，为新能源产业

提供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同时，要在市场中

形成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让市场的供求关系

得以顺畅流转。另外，还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

争，促进新能源产业持续的发展。

(5)生态环境因素

新能源开发往往都具有较大的规模，或者

要拦截河流水域，或者需要扎根偏远无人的地

区，也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一定的改造。而

且，新能源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需

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暴露出来，因

此，需要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监测并控制。

4.政策建议

(1)正确引导，符合需求

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需求是要保证能源安

全。要稳步的发展替代能源，用清洁、可再生

的新能源去替代那些污染大、高排放以及短缺

的传统能源。因此，政府在把握新能源的宏观

发展方向时，要考虑新能源政策在传统资源密

集领域的倾斜。集中一部分力量保证新能源在

我国的主要能源需求领域的优先发展。

(2)市场导向，经济合理

国家要注重对新能源市场的统一规划，充

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引入竞争机制，

增强新能源市场的活力。根据市场需求建设新

能源项目，加强新能源项目的论证和审批工

作，因地制宜，确保新能源项目发挥应有的作

用和效益。在开发新能源项目的过程中，可以

全面考虑新能源的多种作用，加以综合开发。

(3)技术不足，特色来补

国家应当转换角度，重视新能源人才培

养、新能源产品研发、新能源管理科学、新能

源合作交流等方面。在坚持技术主线的同时，

也同时保持对相关领域的适当关注，将有助于

突破新能源技术的发展瓶颈，活跃新能源研究

的氛围，同时还可以为未来新能源发展做准

备。

(4)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不合理的新能源开发同样有可能造成资

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这就违背了发展新能源的

初衷，例如太阳能利用产业链中设备制造能耗

高的问题。开发新能源项目要符合内蒙古自治

区实际环境，这需要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

和科学论证。新能源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是一笔

财富，对于能源企业则是机遇和挑战。能源企

业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能源市场，要明确发

展目标，认清形势，做好长远的发展战略和规

划，才能开拓好这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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