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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发展障碍与应对: 全球现状评述 

闫  强, 陈毓川, 王安建, 王高尚, 于汶加, 陈其慎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7 

摘  要: 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对化石

能源的依赖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 发展环境友好、地域分布相对均衡且潜力无限的新能源成为各国共识。

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天然气水合物、核能、核聚变能等共 9 种

类型。由于种类繁多、资源禀赋和物化特征差异悬殊, 开发利用新能源需要面对比化石能源复杂得多的规划、

管理和技术问题。如果措施不当, 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 而且可能会威胁到人类安全。在全面深入了解全球

新能源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认真总结各国经验教训, 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 是开发利用新能源的先行性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新能源资源情况、技术水平、总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并对我国新能源发展过

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剖析, 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新能源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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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bstacles of New Energies in China and             
Countermeasures: A Review on Global Current Situation 

YAN Qiang, CHEN Yu-chuan, WANG An-jian, WANG Gao-shang, YU Wen-jia, CHEN Qi-shen 

Research Center for Strategy of 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CAG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urrent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 dominated by fossil energy to meet the dema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it is imperative to optimiz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o cut down the de-
pendence on fossil energy. Under this backgrou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ies with friendly environment, com-
paratively balanced distribution and infinite potential has become common understanding in various countries. 
New energies include totally nine types: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biomass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ocean en-
ergy, hydrogen energy, gas hydrate, nuclear energy and fusion energy. In exploiting and using new energies, many 
problems have to be tackled in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roblems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problems existent in fossil energy. This is because of the abundant sorts of new energies and their great dif-
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hysical-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mproper development 
measures would not only cause economic loss but also possibly endanger human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new energy development, the earnest summarization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stitute the antecedence work with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new energie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resource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obstacles in the new energy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energy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Key words: new energy; development status; analysis of obstacles;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随着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供应的日趋紧张, 以 及由化石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与全球气候变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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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日益严峻, 人类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能源消费模

式和消费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还远未结束的背景

下, 以及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共识的

形势下, 开发利用种类繁多、资源丰富、环境友好、

渗透性高的新能源既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振

低迷经济之路, 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人们

生活水平之需。世界各国正为此做不懈努力, 新一

轮对新能源的研发与投资竞争正在迅速展开。奥巴

马政府计划在 10 年内投资 1500 亿美元来资助新能

源的研究, 并计划在 2030年前将能源效率提高 50%, 

争取 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量达到 80%。

我国对新能源研发和投资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发

达国家。据报道, 我国已于 2009年成为对新能源投

资最多的国家, 达 346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 2倍。 

各国对新能源开发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必将推

动人类能源消费结构从第一阶段的薪柴、第二阶段

的煤炭、第三阶段的油气过渡到终极阶段的新能源。

面对不再遥不可及的新能源社会, 相关预警性和前

瞻性战略研究也日益升温, 近年来已取得颇为丰富

的成果 (王安建等 , 2010; 王安建 , 2010; 王高尚 , 

2010; 王高尚等 , 2002; 于汶加等 , 2010; 邹愉等 , 

2010; 李铭等, 2010; 林建等, 2010; 徐铭辰等, 2010; 

李建武等, 2010; 李晓明等, 2010; 李玉喜等, 2009)。

不过, 从已有成果来看, 多为就某一新能源品种或

某一国家或地区情形做的分析, 少见从全球着眼、

从某国着手由面到点、由浅入深进行全局性、针对

性剖析的研究成果。在本次研究中, 笔者试图以此

为思路进行探索, 以期能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把脉, 同时提出针对性的战略对策。 

1  新能源范围的界定 

相对传统能源而言, 新能源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尚未大规模作为能源开发利用, 有的甚至还

处于初期研发阶段; 第二, 资源赋存条件和物化特

征与常规能源有明显区别; 第三, 开发利用技术复

杂, 成本较高; 第四, 清洁环保, 可实现二氧化碳等

污染物零排放或低排放; 第五, 资源量大、分布广泛, 

且大多具有能量密度低的缺点。按照上述特征, 可

以把新能源范围确定为以下 9 个品种: 太阳能、风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天然气水

合物、核能、核聚变能。其中, 生物质能分为传统

生物质能和现代生物质能, 传统生物质能属于非商

品能源, 利用方式主要为柴草、秸秆等免费生物质

的直接燃烧, 用于烹饪和供热; 现代生物质能包括

生物质发电、沼气、生物燃料等, 是生物质原料加

工转换产品。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仅指现代生物质

能。传统生物质能与水电可合称为传统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则

合称为新型可再生能源 , 是新能源的主要组成部

分。 

2  新能源技术发展现状 

自 20世纪后期以来, 新能源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 部分新能源率先进入产业化

阶段。美国、日本、欧洲非常重视新能源技术的研

发, 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

也领先于世界。近年来, 我国明显加大了新能源技

术研发力度, 在太阳能热水器、户用沼气等个别领

域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01年 11月, 《京都议

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

正式启动, 该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和引进新能源

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提供了绝佳机会, 我国成为清

洁发展机制的最大受益国之一。 

按照技术水平成熟度和技术转化情况, 新能源

的发展可分为研发、示范、推广和产业化 4个阶段(图

1)。核电、太阳能热水器、沼气等技术已经成熟, 进

入产业化成熟阶段; 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生物

质发电、地热发电、生物燃料等技术基本成熟, 已

经进入产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 地源热泵、大中型

沼气池需要靠规模化来降低成本 , 处于推广阶段 ; 

太阳能热发电、潮汐发电、氢能的制备和储存、燃 
 

 
 

图 1  新能源技术发展阶段 
Fig. 1  New energy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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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电池在技术上已经成功, 但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还处于示范阶段; 纤维素乙醇、天然气水合物

勘探和开采、受控核聚变等技术尚未成熟, 还处于

研发阶段。 

目前, 商业化晶体硅电池的转换效率不到 20%,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需要进一步克服光电转换效率

低和电池材料成本高等问题。在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方面, 除了已经成熟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温室

技术外,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发电

成本, 美国在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欧洲和美国的大型并网风电技术在世界领先。

目前, 单机功率最大的风电机组为 7000 kW, 正在

研制中的风电机组最大功率为 10000 kW。未来的风

电技术将在叶片材料、风速调节、齿轮箱、发电机

等关键环节上做进一步提高, 以提高适应风速变化

的能力、延长设备寿命及降低发电成本。 

生物质能开发技术主要包括燃料乙醇技术、生

物柴油技术、生物质发电技术和沼气技术, 美国和

巴西在燃料乙醇技术方面领先, 欧洲则在生物柴油

和沼气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生物质能技术的未来发

展方向是纤维素乙醇技术, 该技术以农林废弃物中

所含的纤维素和木质素为原料 , 不消耗粮食或糖

类。如果纤维素乙醇的生产成本降至可接受水平 , 

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类的粮食供应和环境保护压

力, 这将是生物质能技术发展史上最具意义的重大

突破。 

地热的开发主要包括直接利用和地热发电两个

方面。地源热泵技术属于地热直接利用技术, 可充

分利用无处不在的低温地热资源, 目前技术已基本

成熟。采用梯级开发和综合利用的办法可提高地热

利用率 , 如热电联产联供 , 热电冷三联产 , 先供暖

后养殖等。 

海洋能发电包括潮汐发电、波浪发电、海流发

电、温差发电、盐差发电, 目前只有潮汐发电技术

相对比较成熟, 其他发电技术还处于示范或研发阶

段。潮汐发电技术与传统水力发电技术在原理上一

样, 不过由于潮汐能的品质较差加之海水腐蚀等问

题, 投资和发电成本难以在短时间内下降。 

制备氢的原料包括化石燃料、水和生物质, 以

天然气制氢的成本最低。水是无处不在的氢矿, 以

水制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主要方法有电解法、热

解法、光解法、热化学法等, 技术上已可以实现, 但

因耗电量巨大而导致成本高昂。氢能普及的另一个

重大障碍是氢的安全高效储运技术, 目前仍处于发

展之中, 主要有加压气态储氢、液化储存、金属氢

化物储存、非金属氢化物储存、碳材料储氢等。 

绝大多数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分布在海底, 开采

技术分为热解法、降压法、化学试剂法等。由于天

然气水合物的开采可能会诱发地质灾害及引起生态

和环境问题, 勘探和开采技术需要充分考虑多方面

因素, 预计商业化开采还需要较长时间。 

核电技术是最成熟的新能源技术之一, 目前已

经运行的商业核反应堆基本上都采用第二代核电技

术。国外在建的核反应堆大多采用来自于由美国和

欧洲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第四代核电技术在安

全性、经济性、核燃料利用率、防扩散性等方面有

了进一步提高, 目前技术正在完善之中。 

2006年 11月, 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韩

国、日本和印度等 7 方启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

应堆(ITER)科研项目, 该项目共投资 100亿欧元, 主

要目的是集中各方的财力和技术, 联合研发受控核

聚变发电技术。如果进展顺利, 2035 年左右将建成

示范堆, 2055年前后将有可能实现商业化发电。 

3  新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2007 年, 全球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为 120.29 亿

toe, 其中, 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和水电在内的可再生

能源为 14.92亿 toe, 占总量的 12.4%(图 2)。核能为

7.1 亿 toe, 约占 5.9%。目前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已达

3.73亿 kW, 年发电量 2.6万亿 kWh。 

生物质能是利用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相当于

全部可再生能源的四分之三, 占全球一次能源供应

量的比例为 9.6%。生物质能绝大部分为传统生物质

能, 约占全部生物质能的 80%, 而现代生物质能仅

占 20%。水电是第二大可再生能源, 占全部可再生

能源的 17.7%, 在全球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的比例为

2.2%。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很低, 在全

球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的比重仅为 2.4%左右, 占全部 

生物质能

9.6%

水电

2.2%

非可再生

废弃物

0.2%

煤炭

26.4%

石油

34%

其他

0.6%

可再生能源

12.4%

核能

5.9%

天然气

20.9%

 

图 2  2007 年全球一次能源结构 
(来源: 国际能源机构(IEA), 2009) 

Fig. 2  Global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 in 2007 
 (sourc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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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仅为 19%左右, 意味着新型可

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图 3)。 

2007 年 , 全球新型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达

1.65 亿 kW, 相当于全球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3.7%(表

1)。德国、美国、西班牙、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可再

生能源产业化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 其市场规模和

装备制造水平跟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我国

也是世界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大国, 太阳能热水器产

量和保有量、光伏电池产量、地热直接利用量以及

沼气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近几年, 我国风电发展

势头迅猛, 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最新统计, 2009 年我

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 1300 万 kW, 居世界第一位, 

累计装机容量达 2510万 kW, 已跃升为世界第三位。

不过, 我国在更为重要的太阳能发电方面却非常落

后, 2008年度的光伏发电容量只有 14.5万 kW, 仅占

世界的 1%。总的来说, 我国对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多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供暖和制热领域, 在可

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太阳能发电的技术水平和利用

规模方面跟其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SHC, 2009; 

EPIA, 2010; GWEC, 2010; Licht, 2008; RFA, 2009; 
REN21, 2009;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6; IGA, 2010; 

Lund, 2006; Bertani, 2007; WNA, 2010)。 

核能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比重不足 1%, 目

前核电装机容量为 859 万 kW, 发电量 653 亿 kWh, 

分别占世界的 2.3%和 2.5%。我国核电发展前景良好, 

在建规模高达 2000多万 kW。按照目前发展形势, 我

国将在 10~2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核电大国。 

4  我国新能源发展障碍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能源应用大国, 在 

生物气

1.1%

城市垃圾

0.9%

生物质能

77.3%

生物液体燃料

2.4%

地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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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

17.7%

风能

1%

固体生物质能

72.9%

太阳能

与潮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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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结构 

(来源: IEA, 2009) 
Fig. 3  Global renewable energy structure in 2007  

(source: IEA, 2009) 
 

表 1  全球及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现况 
Table 1  Global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energy 

种类 统计年份 单位 中国 全球 中国占全球比重(%) 分列前三的国家(地区) 

新型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 2007 万 kW 905 16504 5.5 德国、美国、西班牙 

太阳能热水器产量 2007 万 kW 1480 1987 74 中国、美国、德国 

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 2007 万 kW 7990 14558 55 中国、美国、土耳其 

光伏电池产量 2008 万 kW 260 680 38.2 中国、德国、日本 

光伏电池新增安装量 2008 万 kW 4.5 556 0.8 西班牙、德国、美国 

光伏电池累计安装量 2008 万 kW 14.5 1473 1 德国、西班牙、日本 

风电新增装机量 2009 万 kW 1300 3747 34.7 中国、美国、西班牙 

风电累计装机量 2009 万 kW 2510 15790 15.9 美国、德国、中国 

风电发电量 2008 亿 kWh 128 2600 4.9 德国、美国、西班牙 

燃料乙醇产量 2008 万 toe 106 2857 2.9 美国、巴西、欧盟 

生物柴油产量 2007 万 toe 8 756 1.1 欧盟、美国、印度尼西亚 

沼气产量 2007 万 toe 534 1693 31.5 中国、美国、德国 

生物质发电装机量 2007 万 kW 300 4850 6.2 欧盟、美国、中国 

生物质发电量 2006 亿 kWh 64 2394 2.7 美国、日本、德国 

地热直接利用装机量 2005 万 kW 369 2827 13 美国、瑞典、中国 

地热直接利用量 2005 万 toe 108 653 16.6 中国、美国、瑞典 

地热发电装机量 2007 万 kW 3 973 0.3 美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地热发电量 2006 亿 kWh 1 592 0.2 美国、菲律宾、墨西哥 

海洋能发电装机量 2007 万 kW 1.1 30 3.7 法国、加拿大、中国 

海洋能发电量 2007 亿 kWh 0.2 6 3.3 法国、加拿大、中国 

核电装机量 2010 万 kW 859 37269 2.3 美国、法国、日本 

核电发电量 2008 亿 kWh 653 26010 2.5 美国、法国、日本 

注: 全球生物质发电装机量、全球沼气产量、全球海洋能发电量、中国海洋能发电量为估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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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利用、沼气生产、地热直接利用等方面居

世界领先地位, 为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环境状况、

提高农村能源品质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我国在

部分新能源产业领域已具备相当规模, 但跟发达国

家相比, 在资源评价、技术水平、成本控制、市场

机制等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新能源发展过程中

的许多障碍和瓶颈仍未消除。 

4.1  资源评价工作不充分 

摸清新能源的资源家底是制定新能源发展战

略、设定新能源发展目标、开发新能源技术的前提。

新能源种类繁多、情况复杂, 分布区域往往在偏远

地区, 新能源资源评价是一项技术要求高、投入资

金大且费时费力的工作。太阳能的资源评价相对简

单, 现在比较缺乏的是大比例尺和分区域的太阳能

资源分布图。多个机构对我国风能资源量进行过评

估 , 现被引用最多的是我国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 , 

但这个数据比其他机构公布的数据要低得多, 其准

确性难以判断。对风能资源的评价还需要在技术指

标、参数设置、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完善和统一。

生物质能资源的评价多集中在现有农林作物的资源

量上, 对不同情景下边际土地的资源潜力以及发展

生物燃料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没有进行系统评估。我

国对地热资源评价所投入的地质工作量不够充分 , 

尤其是对东部城市所在区域的低温地热资源情况及

其潜力还没完全摸清楚。我国对五类海洋能都做过

资源评价, 对具有开发潜力海域的地质工作需进一

步加强。我国海域和冻土带具有天然气水合物的成

矿条件, 随着政府对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力度的不断

加大, 南海海域和藏北高原地区有重大发现, 但比

较准确的全国性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数据至今还没

有公布。我国是铀矿资源贫乏的国家, 已发现的资

源量远不能满足未来核电发展的需求, 主要原因之

一是铀矿地质工作程度低, 仍然存在大量的找矿盲

区。 

4.2  技术总体水平较低 

新能源技术研发对资金投入、人才素质要求很

高, 我国一直存在研发投入不足且高端技术人才短

缺的困扰, 总体技术水平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对新能源关键技术进行严密控

制, 我国即使以高昂的代价也难以获取国外核心技

术, 以市场换技术不一定能够取得良好效果。我国

的大功率风电机组、生物质直燃发电锅炉、多晶硅

炉以及基于新一代技术的核电设备基本依赖进口 , 

对花巨资购买的技术装备未能充分诱发技术扩散 , 

缺乏有效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导致利润的大部分

被发达国家所获取。虽然我国已经拥有金风、尚德

等具备抗衡国外生产商的科技型新能源企业, 但绝

大多数新能源设备生产厂家仍然存在规模偏小、集

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等问题, 产品技术含量普遍

较低且质量不稳定, 仅能满足低端需求。此外, 我国

可再生能源集成应用技术不成熟, 开发可再生能源

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明显, 难以产生良好

的示范效应。 

4.3  成本跟常规能源相比明显偏高 

新能源的高成本、高价格是影响其推广应用的

最大障碍。由于技术复杂、规模偏小, 新能源基建

和单位投资成本普遍高于常规能源, 导致新能源产

品的单位成本也难以下降。目前, 产品成本比常规

能源低或相当的只有太阳能热利用、地热直接利用、

沼气, 各类新能源发电成本都高于燃煤发电和水力

发电。假定燃煤发电成本为 1, 则核能发电的成本略

高于煤电, 生物质发电成本为 1.5, 风力发电成本为

1.7, 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为 11~18 。燃料乙醇和生

物柴油的成本也高于汽油和柴油。成本过高会抑制

新能源市场容量的扩大, 反之, 市场狭小又会给新

能源的成本降低造成障碍, 形成恶性循环。市场自

身的力量无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必须依靠政府的

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 

4.4  产业投资不足, 融资渠道不畅 

新能源初期投资的单位成本比常规能源高, 投

资回收期长且风险高,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足, 需

要广开投资渠道。迄今为止, 我国新能源建设项目

还没有规范地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没有为新能源建

设项目设立类似常规能源的固定资金渠道, 投资者

经常受融资渠道不畅的困扰。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 

由于新能源市场前景不明朗, 国内银行贷款审批较

严, 取得贷款尤其是超过 15 年的长期贷款难度较

高。从国际资本市场来看, 尽管国际贷款期限较长, 

但目前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取消了原来对我国的软贷

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谈判过程长且管理程

序繁琐, 造成贷款成本较高。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世

界银行的管理政策越来越趋于政治化, 如对腐败、

民间参与、政府管理、移民、环境等问题的关注, 使

项目工作复杂化, 一般投资者难以接受。融资障碍

造成的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新能源的发展, 使我国

新能源行业难以达到经济规模, 应有的规模效益得

不到体现, 影响了各方面对新能源的投资信心。与

新能源大部分领域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相反, 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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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个别领域却现出了投资过热的现象, 可能会

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及环境污染问题, 这种现象同样

值得关注。 

4.5  市场规模偏小, 公众消费意愿不强 

我国大部分新能源产品缺乏统一技术规范、质

量认证标准和质量监督体系, 相关的信息服务也没

有及时跟进, 整个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干扰了市场

的开发。新能源在成本上无法与常规能源直接竞争, 

但是缺乏竞争又会使新能源过高的价格长期得不到

降低, 从而限制了新能源市场的扩大。我国还出现

了新能源市场与产业脱节的现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太阳能光伏发电。我国的多晶硅原料严重依赖进

口, 而所生产的光伏电池又几乎全部出口, 国内市

场狭小。对消费者而言, 选择新能源产品时所考虑

的因素主要是价格和品质。当新能源价格超过消费

者的承受能力时, 消费者只能选择常规能源, 即使

价格可以承受, 如果新能源产品的品质较差或使用

不便, 也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 从而限制了新

能源产品的市场规模。例如, 太阳能热水器的综合

使用成本低于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 但由于易受

天气状况影响且维护不便, 难以成为大多数消费者

的首选, 热水器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会被打破。作为我国最为成熟、普及率最高的新

能源产品, 太阳能热水器尚且如此, 其他新能源产

品更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激发公众消费意愿, 成为市

场上的主流。 

5  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 能源消费

总量与美国非常接近。并将很快超过美国而成为世

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

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的预测, 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

将由 2009年的 21亿 toe增加至 2030年的 35~41亿

toe, 其中,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由 11%增加

至 27%, 成为我国的主流能源(王高尚等, 2002; 王

安建等, 2010)。我国发展新能源具有优化能源结构、

保障能源安全、增加能源供应、减轻环境污染等多

重意义, 同时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

略举措。各方应努力创造有利条件, 充分考虑各类

新能源的资源条件、技术成熟度、经济可行性等方

面的差异,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有区别、有重点地

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江泽民, 2008)。我国政府

已把发展新能源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加以重视, 

陆续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和配套措施。国内外学者

也提出不少有关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或政策方面的

观点, 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结合国内外新能源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借鉴全球各国新能源发展经验, 

针对目前我国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特提

出如下对策建议:  

5.1  正确选择新能源发展方向 

根据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 确立以太阳能

为核心、核能和风能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太阳能是

资源潜力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化石能源、风能、生

物质能及某些海洋能都间接或直接来自于太阳能 , 

地球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能量相当于当前世界一次

能源供应量的 1 万倍。我国的太阳能热利用已经走

在世界的最前列, 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也已经跃

居世界第一, 不过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方面却与光伏

电池生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我国应进一步扩大

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的优势, 同时把发展并网光伏

和屋顶光伏作为长期发展重点。风能是利用成本最

低的新型可再生能源, 风电成本可以在几年内降低

到常规发电的水平,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市场化运作

的条件。我国风力资源较丰富的区域为西部地区及

东部沿海, 属于电网难以到达或电力供应紧张的地

区, 发展风电应是近期和中期的努力方向。核燃料

的能量密度远高于常规能源, 核电站可以在较短时

间内大量建造, 迅速弥补电力装机缺口, 最近国家

发改委已经把核电规划容量提高了一倍多。 

5.2  加强与有关国家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 

我国是铀矿资源贫乏的国家, 已发现的资源量

远不能满足未来核电发展的需要, 铀矿供应必须依

赖国际市场。世界上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有澳大利

亚、美国、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俄罗斯等, 这 5

个国家的资源量合计占全球的比重为三分之二。其

中, 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都是无核电国家, 所生

产的铀矿主要用于出口。我国与澳大利亚、哈萨克

斯坦国家关系良好, 可作为实施铀矿“走出去”战

略的两个最重要目的国。合作重点应该放在最上游

的勘探、开采领域, 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探矿权和

采矿权, 为我国核电站提供稳定、长期的核燃料来

源。 

目前全球对天然气水合物的地质工作程度还非

常低, 这为我国获取海外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提供了

绝好的机会。在油气资源领域, 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已经把全球大部分优质资源瓜分完毕, 而在天

然气水合物领域, 我国还存在较多获取海外资源的

机会。太平洋边缘海域陆坡、陆隆区及陆地冻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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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非常丰富, 这一地带所涉及的

国家主要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 应努力争取获

得跟上述三国合作开发的机会。拉丁美洲国家沿海

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也比较丰富, 要充分利用这些

国家技术力量薄弱、研究程度低的现状, 加强与这

些国家合作, 以期获得更多的勘探、开采机会。 

东南亚处于热带地区, 自然植被以热带雨林和

热带季雨林为主, 特别适合油料作物的生长, 是发

展生物柴油产业的理想区域。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

近邻, 可为我国的生物柴油产业提供丰富而廉价的

原料。我国可采取以技术、市场换资源的合作方式, 

在当地设立林油一体化生产基地, 产品以供应我国

国内为主。 

5.3  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力度 

我国从事新能源技术研究的机构分布在上百个

高校和科研机构 , 数量虽多 , 但由于力量分散 , 具

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建议整合具有一定

实力的新能源研究机构, 参照美国成立新能源技术

方面的国家实验室。抓住当前因金融危机而引发全

球裁员潮的有利时机, 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外高端

研究人才。以新能源重大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为

重点, 加强科研攻关, 尽快改变我国新能源科学技

术落后的面貌。密切与国外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充

分利用 CDM 机制, 注重先进技术引进并进行消化

吸收与再创新, 努力实现技术水平的跨跃式发展。 

可再生能源大多具有能量密度低、资源分布不

均衡等缺点, 对其进行低成本、高效率利用是新能

源开发的首要问题。显然, 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的

复杂程度要比常规能源高得多, 涉及资源评价、材

料和设备制造、工程设计、配发和管理等多个领域, 

必须进行跨学科联合攻关, 这对我国目前相对封闭

的科研体制提出了挑战。国家需要在搞活科研创新

机制、打造科研合作平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等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5.4  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只有实现新能源的大规模产业化和市场化, 才

有可能使新能源的利用成本降至具有竞争力的水平, 

为新能源的普及打下基础。在新能源开发成本较高、

使用不便的情况下, 推进新能源产业化和市场化必

须由政府作为推手。促进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措施涉

及电价、配额、示范工程、技术转化、税费减免、

财政补贴、投资融资等, 要对各种新能源的不同特

点进行充分分析 , 分门别类地制定合适的激励政

策。为保证政策的长期有效要建立完善的督促检查

机制, 对违规行为进行惩处, 以维护国家政策措施

的严肃性。 

国家应及时更新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指导目录 , 

引导、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新能源的投资。同时, 也

要对新能源投资行为进行规范, 避免一哄而上, 造

成局部重复投资或投资过热。防止企业借投资新能

源套取财政补贴、减免税费或增加火电投资配额等

不良行为。约束高污染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行为, 尤

其是多晶硅副产品四氯化硅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值得关注。 

5.5  调整、完善新能源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 

我国已经出台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有《可再生能

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

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等, 部

分行业部门和地方地府也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

的发展规划。国家级的规划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发

展目标定得偏低, 如风能到 2010 年的发展目标为

1000万 kW, 到 2020年的发展目标为 3000万 kW, 而

事实上, 1000万 kW的目标已经于 2008年实现, 3000

万 kW的目标也可能提前于 2010年实现; 二是缺乏

设备制造产业和资源评价方面的目标。 

国家有关部门应密切跟踪国外新能源现状, 充

分考虑新能源资源量、技术发展水平、环境减排目

标、常规能源现状等因素, 对我国新能源发展规划

做出适当调整和完善 , 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指

导。我国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规定和政策措

施并不比国外少, 但这其中有许多已经不再符合我

国的实际, 应立即对不合时宜或相互矛盾的规定和

措施进行清理, 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操作性高的配

套法规和实施细则。 

5.6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新能源统计体系 

做好新能源的统计可为新能源科学研究、政府

部门决策、企业发展目标的制定等提供重要依据和

参考。我国在新能源统计方面比发达国家有着相当

大的差距, 目前对新能源的统计主要依靠行业协会

或学会, 但这些机构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在系统性、

时效性、科学性等方面很难令人满意。迄今为止, 我

国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能够对新能源发展现状进行

系统、全面、及时地统计, 许多涉及我国的新能源

统计数据只有国外网站才能提供。建议国家有关部

门调集各方力量成立专门的新能源统计机构, 通过

各种渠道收集国内外新能源统计数据, 并把数据及

时公布。 

国际能源机构(IEA)对一次能源进行统计时, 将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直接换算成油当量, 并不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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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量因子进行折算。但我国有关部门在统计时 , 

往往按火电容量因子(约为 33%左右)把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进行折算, 这意味着有关部门的统计结果要

比国际能源机构所提供的统计结果大２倍左右, 极

易引起误解和混乱。国际能源机构是全球最大、最

权威的能源统计和研究部门, 所采取的统计方法和

公布的统计数据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为了便于对

国内外新能源发展状况进行对比研究, 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在统计方法方面采用国际能源机构标准。 

6  结语 

新能源大多存在能量密度低、资源分散、获取

困难等不足, 开发成本较高。各类不同的新能源在

资源禀赋、物理和化学性质、开发利用技术等多个

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因此, 不同品种新能源的技

术成熟度、产业化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各不相同。太

阳能热利用、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糖基燃料乙

醇、沼气利用、核能发电、地热等开发利用成本跟

化石能源比较接近, 甚至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 

而太阳能光伏发电、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海洋

能、氢能等开发成本高昂或技术上不成熟, 对其商

业化利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可以预料, 随着传统

能源资源的不断耗竭、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

加强, 以及新能源技术的突飞猛进, 在世界各国的

共同努力下, 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安全清洁的

太阳能或核聚变能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能源消费模式

将于本世纪或下世纪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永不再为

能源问题所困扰 , 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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