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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寻求能源与经济均衡点的进程中，新能源具有清洁、污染排放少、可再生等一系列优点，对我

国发展低碳经济、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总结目前国内的主要

新能源种类及利用方式，分析了国家政策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持和导向，阐述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和核能的资源条件及开发利用现状，并对我国新能源发电的发展方向及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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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与能源相关的环境、生态问题成为

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各国均从本国国情和

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能源短缺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

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能源体系，能源储量居

于世界 前 列，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10 年 我 国 煤 炭 储 量 2 793. 9 亿 t， 石 油 317

435. 3 万 t，天然气 37 793. 2 亿 m3，分别占世界

的 13. 3%，1. 1%，1. 5% ; 同时，我国也是能源

消费大国，能源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

美国。人均资源量少、资源消耗量大、能源供需

矛盾尖锐以及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能

源结构不合理［1］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构成

形式加剧了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据统计，2007-

2010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上升 ( 表 1) ，增长

率分别为 7. 8%，4. 0%，6. 3%，5. 9% ; 2011 年

能源消耗总量达 34. 8 亿 t 标准煤，比 2010 年增长

7%。能源消耗总量中，煤、石油、天然气这些化

石能源在 2007-2010 年所占比例分别为 93. 2%，

92. 3%，92. 2%，91. 4%，是能源消费的主要部

分。大量消费化石能源使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环

境问题，寻求新的可替代、无污染、可再生能源

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表 1 2007-2010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及构成形式

Tab．1 Consump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energy from 2007-2010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

/ ( 万 t 标准煤)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 % )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其他

2007 280 508 71. 1 18. 8 3. 3 6. 8
2008 291 448 70. 3 18. 3 3. 7 7. 7
2009 306 647 70. 4 17. 9 3. 9 7. 8
2010 324 939 68. 0 19. 0 4. 4 8. 6

1 国内新能源发展状况

1. 1 我国新能源的种类及主要利用方式

我国新能源种类主要有太阳能、风能、生物质

能、核能、地热能和潮汐能。主要利用方式如表 2。

由表 2 可知，新能源主要利用方式是发电。

电力是重要的能源载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核心角色。近年来，随着我国 GDP 快速增长，

对电力需求迅猛增加， “十一五”时期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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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速达 11. 1%，高于经济和整个能源产业增

速; 预 计 “十 二 五”时 期 电 力 需 求 平 均 增 速

为 8. 5%。
表 2 我国新能源种类及主要利用方式

Tab． 2 Types and utilizations of new energy in China

能源种类 主要利用方式

太阳能
光伏发 电、光 热 发 电、太 阳 能 热 水 器、

太阳能空调
风能 风力发电

生物质能
生物 质 发 电、沼 气、燃 料 乙 醇、生 物

柴油
核能 核电

地热能 地热发电、地热供暖、地热务农

潮汐能 潮汐发电

然而，我国电 力 供 应 形 式 却 不 容 乐 观，自

2003 年和 2004 年全国爆发大面积 “电荒”以来，

电力缺口大、拉闸限电现象频频出现。据统计，

2011 年 中 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累 计 达 46 928

亿 kW·h，同比增长 11. 7%，电力缺口 3 000 万

kW; 2012 年电力缺口继续扩大，或达 5 000 万

kW。面对如此严峻的电力供应形势，积极发展新

能源能一定程度上弥补火电供应能力的不足，有

助于改变长期以煤换电的格局，在优化能源结构

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

1. 2 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1. 2. 1 国家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

自 2006 年颁布实施 《可再生能源法》之后，

国家相继出台 《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

管理试行办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调配

暂行办法》及《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

的通知》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电网企业和

发电企业之间的电价补贴和电网企业之间的交易

配额关系［2］，对促进新能源产业持续发展起到了

积极指导和推动作用。

《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电网企业按中标价格

收购风电、光电［3］等可再生能源，超出火电上网标

杆价格部分，附加在销售电价中分摊。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最初征收标准为 2 厘 /kW·h，2009 年 11

月调至 4 厘 /kW·h; 为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开发利

用，2012 年 1 月，国家实施了 《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由 4 厘 /kW·h 调至 8 厘 /kW·h。

除对新能源发电进行大力补贴之外，国家对

新能源上网电价［4 ～ 7］ ( 表 3 ) 也给予优惠政策，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2007-2010 年新能源发电上网电

价均高于火电，充分表明了国家重视新能源的程

度以及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决心。

表 3 2007-2010 年我国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

Tab． 3 Feed-in tariffs of new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from

2007-2010 in China 元 /MW·h

项目 风电 核电
太阳能

光伏
生物
质能

火电

2007 617. 58 436. 23 — — 346. 33
2008 542. 48 449. 24 764. 42 764. 42 354. 60
2009 553. 61 429. 39 570. 11 570. 11 377. 15
2010 610. 00 432. 20 1170. 00 750. 00 394. 77

注: 2010 年风电上网电价是二类风场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之后，新能源产业呈

现强劲发展势头，装机容量［8］ ( 表 4) 飞速增长，

其中，风电发展最为迅猛; 但是和火电相比，新

能源发电装机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改变我国

现有能源结构，还需对新能源产业大力扶持，投

入更多资金和制定更多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法

规，促进新能源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表 4 2007-2010 年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Tab． 4 Installed capacity of new energy energy from

2007-2010 in China

MW

项目 风电 核电
太阳能

光伏
生物
质能

火电

2007 5 610 8 850 100 2 200 556 070
2008 8 390 8 850 145 3 150 602 860
2009 17 600 9 080 300 4 300 651 080
2010 29 580 10 820 700 5 500 709 670

1. 2. 2 风力发电

( 1) 资源条件

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风能资源比较丰

富。根据全国 900 多个气象站陆地上离地 10 m 高

度资料 进 行 估 算，全 国 平 均 风 功 率 密 度 为 100

W /m2，风能资源总量约 32. 26 亿 kW，可开发利

用陆地风能约 2. 53 亿 kW; 近海可开发利用风能

约 7. 5 亿 kW，共计约 10 亿 kW，仅次于俄罗斯和

美国，居世界第三位。

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年上网电量分别按等效

满负荷 2 000 h 和 2 500 h 计算，每年可提供 0. 5

万亿 和 1. 8 万 亿 kW· h 电 量，合 计 2. 3 万 亿

kW·h，相当于我国 2010 年发电量的 54. 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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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空间非常大。

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 ( 图 1 ) 具有丰

富的风能资源。内陆也有风资源较丰富的地区，

像江西都阳湖和湖北通山。

图 1 我国风资源丰富的省区

Fig． 1 Provinces rich in resources of wind in China

( 2) 发展现状

我国风电发展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相对

滞后，但起点较高。2003 年发改委下放 5 万 kW

以下风电项目审批，扶持鼓励风电发展，使风电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网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在

2006 ～ 2009 年连续 4 年实现翻倍增长的基础上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2010 年，中国 ( 不包括台湾地

区) 新 增 风 电 机 组 12 904 台，装 机 18 927. 99

MW，年同比增长 37. 1%，近 5 年年均复合增长

71. 2% ; 截 至 2010 年 底， 累 计 安 装 风 电 机 组

34 485 台， 装 机 44 733. 29 MW，年 同 比 增 长

73. 3%，近 5 年年均复合增长 77. 5%［9］。

2011 年一季度风力发电量达 188 亿 kW·h，

同比增长 60. 4%，比同期火电、水电、核电增速

高出 30 ～ 50 个百分点，风电总装机连续 5 年实现

翻番。目前，我国新增风电装机和累计装机容量

均居世界第一。

( 3) 发展方向

积极开发海上风电。随着风电快速发展，陆

地风电已开始趋于饱和，近海风电逐渐成为全球

关注焦点。2011 年 1 月，法国启动建设第一个海

上风电工程，计划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等大西洋

沿岸地区安装 600 台风力涡轮发电机组，装机容

量达 300 万 kW，相当于 2 座目前最先进欧洲第三

代压水核反应堆的发电量。

我国近海可开发利用风能达 7. 5 亿 kW，约是

陆地风能的 3 倍，丰富的风能资源和广阔平坦的

区域以及距负荷中心较近等优点使海上风电成为

研究和应用热点。2010 年我国首个海上风电示范

项目———上海东海大桥 102 MW 项目全部并网发

电，并开 始 供 电，开 启 了 海 上 风 电 先 河。截 至

2010 年底，我国以 13. 8 万 kW 的海上风电装机位

列全球第七，与丹麦、英国、德国共同成为全球

风电大国。

根据 国 家 能 源 规 划，海 上 风 电 发 展 目 标 是

2015 年达 500 万 kW，2020 年达 3 000 万 kW。目

前，海上风电正步入快速发展道路。

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由风电大国向风电强国

转变。近年来，我国风电发展迅猛，无论从装机

容量、发展规模还是风机制造能力上看，都已是

名符其实的世界风电大国。但是，在风电发展中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风机脱网、倒塌现象时有发

生，增加了上网风电的不稳定性。未来风电发展

要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从追求装机容量

向追求发电量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完善相

关技术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在风电设备制造、安装、维护、

检测等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标准体系尚不健全，一

些欧洲设计标准没有根据我国国情做相应修改。

如，现阶段风机设计普遍采用 IEC61400-1 标准，

按此标准，在我国西北地区，极端设计风速几乎

相当于年平均风速的 7 倍，风机制造成本增加;

而在东南沿海地区，按同样标准可能会使风机强

度不够，寿命短。鉴于此，应通过制定适合我国

国情的风电技术标准体系来促进风电发展，由风

电大国向风电强国转变。

1. 2. 3 太阳能光伏发电

( 1) 资源条件

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陆地表面

每年接受的太阳能约 50 × 1018 kJ［10］，西藏是太阳

能最丰富的地区，年辐射量达 9 210 MJ /m2，仅次

于撒哈拉沙漠，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太阳能资源

分布情况见表 5。从表 5 中可知，一、二、三类地

区年辐射量高于 5 020 MJ /m2，年日照小时数大于

2 200 h，是太阳能资源较丰富地区，面积较大，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2 /3 以上，具有利用太阳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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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条件。四、五类地区资源条件较差，但仍有

一定的利用价值。
表 5 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布

Tab． 5 Distribution of solar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类

型
地 区

年辐射量

/ ( MJ· m －2 )

年日照小

时数 /h

一
青藏高原、甘肃北部、宁夏

北部、新疆南部
6 700 ～ 8 3703 200 ～ 3 300

二

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

蒙古南部、宁夏南部、甘肃

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

部、新疆南部

5 860 ～ 6 7003 000 ～ 3 200

三

山东、河北东南部、山西南

部、新疆北部、吉林、辽宁、

云南、陕西北部、甘肃东南

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江

苏北部、安徽北部

5 020 ～ 5 8602 200 ～ 3 000

四
长江 中 下 游、福 建、浙 江、

广东
4 190 ～ 5 0201 400 ～ 2 200

五 四川、贵州 3 350 ～ 4 1901 000 ～ 1 400

( 2) 发展现状

我国于 1958 年开始对太阳能光伏应用进行研

究，最初主要是用于宇宙空间技术，1971 年首次

应用于东方红 2 号卫星，而后逐渐扩大到地面形

成光伏产业。

光伏发电和火电在成本上明显的高价差严重

制约了光伏发电的发展。截至 2008 年底，光伏发

电累计装机仅 14. 5 万 kW。近年来，为促进光伏

发电发展，国家制定了多项计划，2009 年 3 月，

财政部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出了促进光伏屋顶

应用和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补贴计划; 2009 年 7 月

推出了“金太阳示范工程”，批准了 201 MW 的项

目; 2009 年底，国家能源局举行了敦煌 10 MW 并

网光伏发 电 项 目 特 许 权 招 标; 2010 年，国 家 对

“金太阳示范工程和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

程”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涉及补贴标准、项目并

网等多个关键环节。

在一系列激励政策促进下，光伏发电快速发

展。2009 年光伏新增装机达 160 MW，超过 2008 年

年底累计安装总量，2010 年新增装机超过500 MW。

( 3) 发展方向

宇宙太阳能发电。众所周知，光伏发电受天

气因素约束［11］，虽可以在日照充足的沙漠地带建

造发电站，在夜间并不能发电，因而光伏发电有

很大的局限性。为弥补这一缺陷，早在 1968 年，

美国航空航天局格雷加博士就提出宇宙太阳能发

电站 ( SPS) 的设想 ( 图 2 ) ，基本思路是把太阳

能发电卫星发射到空间轨道，在太空中将太阳能

转换成直流电，通过微波传送到地面接收站后即

可投入使用。

图 2 太空发电站示意图

Fig． 2 Diagram of space power generation

据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未来

30 年内可将此项技术转化为应用，届时，宇宙太

阳能发电可能会成为现实。

目前，国内宇宙太阳能电站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在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技术研讨会上，专

家提出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蓝图: 预计

2050 年可研制出第一个商业化空间太阳能电站系

统，实现空间太阳能电站商业运行，运行寿命 30

年以上。

促进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发展。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重视发展大规模地面光伏电站，经过实

践发现大规模地面光伏电站存在传输距离远、对

电网冲击大等问题。而屋顶光伏电站自发自用，

不存在运输损耗，易于就地消纳，可作为补充性

调峰电源使用，无需对电网进行大改造。如此，

即能解决用户峰值用电问题，也能有效减轻电网

投资负担。

《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

2015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达 1 000 万 kW，屋顶光伏

装机 300 万 kW; 2020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达 5 000

万 kW，屋顶光伏装机 2 500 万 kW。而截至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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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屋顶光伏装机仅约 30 万 kW，较 2015 年屋

顶光伏装机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因此，要在建设

智能电网、降低屋顶光伏电站成本等方面加大力

度，促进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发展。

1. 2. 4 生物质能发电

( 1) 资源条件

生物质能是继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后的全

球第四大能源。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具有十分

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目前可利用的生物质资源主

要是传统生物质，包括农作物秸秆、薪柴、动物

粪便、生活垃圾、工业有机废渣与废水等［12］。

据统计，我国生物质资源生产潜力可达 650

亿 t /年，折合 33 亿 t 标准煤。其中，各种农作物

每年产生秸秆 6 亿多 t，可利用的约 4 亿 t; 全国

林木生物每年可获得量 9 亿 t，可利用的约 3 亿 t。

( 2) 发展现状

我国对生物质能发电 技 术 进 行 研 究 起 始 于

1987 年，1998 年和 1999 年分别建成了 1 MW 谷

壳气化发电示范工程项目和 1 MW 木屑气化发电

示范工程项目［13］，为发展生物质能发电打下了坚

实基础。

2003 年以来，国家先后 核 准 批 复 了 河 北 晋

州、山东单县和江苏如东 3 个秸秆发电示范项目;

2006 年颁布了 《可再生能源法》，并实施了生物

质发电优惠上网电价等有关配套政策，使生物质

发电，特别是秸秆发电迅速发展。

2007 年，国家核准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87 个，

总装机 220 万 kW，已建成投产生物质直燃发电项

目超过 15 个，在建 30 多个; 截至 2010 年底，生

物质能发电装机 550 万 kW，是 2007 年的 2. 5 倍，

生物质发电正渐入佳境。

( 3) 发展方向

构建完备的原料管理体系，建立能源基地。

生物质能发电需要大量稳定的燃料供应。但是，

我国农村目前是包产到户的耕种方式，农作物秸

秆生产分散; 同时，由于农作物生物质质地松散、

水分含量大、能量密度低等因素致使在生物质原

料的收集、运输、储存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导致生物质能发电 “难为无米之炊”，严重制约

了生物质能的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10. 6 亿亩

后备土地资源，其中有大量不适宜生产粮食的盐

碱地、荒地、荒山等。为避免在生物质能利用中

出现与人争粮、与粮争地［14］的尴尬局面，可通过

合理评价和科学规划，充分利用不适合生产的土

地建设生物质能源基地，以满足生物质发电对燃

料需求的集中性。

推进技术创新，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目前，

我国生物质能发电整体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生物质直燃发电的锅炉、燃料

输送系统等技术和设备仍靠进口，核心技术的缺

乏导致国内生物质发电企业长期受制于国外。

为进一步发展生物质发电，必须加大研发力

度和加强新技术引进、试点和示范工作，开发第

二代生物质能技术，积极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生

物质发电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形成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

1. 2. 5 核电

( 1) 资源条件

我国铀资源相对来说不是很丰富，据近年向

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铀矿储量数据显示，我国

铀矿探明储量排在世界第 11 位或 12 位。在已投

入开采的 200 多个铀矿中，中小铀矿比例达 60%

以上，且品位较低; 另外，铀矿分布不均衡，集

中在东南和西北两大地区，直接影响了铀矿规模

化开采的效益。由于上述多种原因，每年铀矿产

产量只有 700 多 t。

( 2) 发展现状

我国核电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1983

年国家制定了发展核电的政策，决定重点发展压

水堆核电厂。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

术，1985 年和 1987 年分别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

电站，并于 1994 年投入运营，为发展核电打下了

良好基础。

自 2007 年发布 《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以来，核电发展迅猛。截至 2010 年底，已建成投

运核电机组 13 台，在建 28 台。已核准在建容量

超过34 GW，其中 2 台采用 EPR 三代技术，4 台采

用 AP1000 三代技术; 开工建设和通过审查的厂

址资源超 过 70 GW，预 计 2015 年 装 机 40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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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0 GW。

( 3) 发展方向

健全铀矿产开发机制，保障核燃料供应。调

整后的《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0

年，核电装机将达 8 600 万 kW，在建规模 4 000 万

kW。从目前装机 1 000 万 kW 提高到 8 600 万 kW，

翻了 8 倍多。

如此大规模快速发展核电，势必要有充足的

核燃料保障。按 2020 年核电装机 8 600 万 kW 估

算，铀矿产年需求量达 5 200 ～ 6 000 t; 而根据中

国核能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探明铀矿储量仅

够 2020 年 1 /3 的用量，燃料缺口比较大。

据统 计， 目 前 我 国 铀 矿 勘 探 覆 盖 率 不 到

50%，多数铀矿地质勘查和研究程度很低，甚至

还有很多空白区［15］，勘探深度基本集中在 300 ～

500 m; 核燃料生产厂家仅有中核集团，铀矿勘

探、开采技术被少数企业垄断。

鉴于此，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铀矿产勘探、

开采、冶炼多元化投资机制，加大对铀矿勘探、开

采技术研发力度，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更多企业

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保障核燃料满足核电

发展需要。

完善核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核电安全。核安

全是核电的生命线，1986 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

泄漏事件和 2011 年日本福岛核危机成为了人类的

黑色记忆。大力发展核电的同时确保其安全性凸

显尤为重要。

作为国际原子能成员国，我国已是世界在建

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核安全监管基本法

律《原子能法》却没有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力。国

际原子能机构指出: 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不是一个

完整实体，组织构架不清晰，影响监管的有效性

和对监管职责的履行。

日本福岛核事故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国家核

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确保获得国家充分授权开

展有效监管的能力有欠缺。为此，我国应积极推

动制定规范的 《原子能法》，完善核安全监管体

系［16］，确立核安全局作为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

保障核安全局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确保核

电安全发展。

2 发展新能源的意义

大力发展新能源，不管是从节能减排，还是

从发展低碳经济、改善我国现有能源结构以及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

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1) 发展新能源可促进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

发展，改善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为节能减排提

供良好平台。

碳排放交易是指在国家内部，不能如期实现

减排目标的地区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配额或排放

许可来完 成 减 排 指 标。2011 年，发 改 委 下 发 了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 7

个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节能减排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要

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新能源产业

污染排放少，可以为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大量

“商品”，对构建我国区域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很

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国内各区域设定减排配额施

加一定减排压力，使其认识到节能减排的严峻性，

可以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节能减排工作。

( 2) 发展新能源能进一步完善我国清洁能源

发展机制 ( CDM) ，促进低碳技术发展，为发展

低碳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双重背景下，发展以

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不

仅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也被认为是人类继

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走向生态文

明的重要途径。2009 年 12 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

世界气候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世界承诺:

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CO2 排放比 2005 年

下降40% ～ 45%。这一庄严承诺意味着我国从此

进入低碳经济时代。

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发展低碳技术，低碳

技术是我国实现能源工业向低碳型转变、实现发

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双赢的必然选择。我国新能源

产业起步晚，在低碳技术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有

一定差距，通过 CDM 这种双赢的发展机制［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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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合作，发达国家以 “技术 + 资金”换

取温室气体 “排放权”，由此为获得国外先进新

能源技术提供了 “捷径”，技术进步必将带动低

碳经济快速发展。

( 3) 发展新能源能改变我国单一的能源构

成［19］形式，对于构建新的能源体系、摆脱传统化

石能源的束缚有重要意义。

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按目前开采

速度，可供开采时间 ( 图 3 ) 已很有限，在不远

未来将日益枯竭。

图 3 我国及世界化石能源可供开采年限

Fig． 3 Fossil energy's service life of world and China

新能源具有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无污染、可

再生等一系列优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理想替代能

源。据国际权威单位预测，到 21 世纪 60 年代，全

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将占世界能源构成的

50%以上，是未来的能源支柱。我国是能源消费大

国，大力发展新能源以应对能源危机刻不容缓。

( 4) 新能源清洁，污染排放少，是保护生态

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大量消费化石能源使全球气候问题愈演愈烈，

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焦点，世界各国都在为寻求

能源与经济的均衡点积极努力。为此，我国制定

了一系列促进新能源发展的计划， “十二五”规

划制定在“十二五”末及 2020 年非石化能源在一

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分别达 11. 4% 和 15% 的目

标，新能源在我国建设和谐、 “两型”社会进程

中将发挥巨大作用。

3 前景展望

我国具有发展新能源丰富的资源条件和一定

的工业基础，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处于快速发展

状态，一 些 新 能 源 利 用 技 术 已 达 到 商 业 化 水

平［20］，从资源、技术和产业的角度来看，我国拥

有大规模发展新能源的潜力。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新能源产业呈现良好的

发展势头，预计 2020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 2. 9 亿

kW，占总装机的 17%，其中，核电装机 8 600 万

kW，风电装机接近 1. 5 亿 kW，太阳能发电装机 2

000 万 kW，生物质发电装机 3 000 万 kW。在未来

能源结构中，新能源将扮演重要角色，对优化能源

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能源供应、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低碳社会有重要意义。但

是，由于技术、体制、政策等方面原因，新能源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将是一条充满

机遇和挑战之路。

我国新能源产业起步晚，在技术方面和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又是能源消

费大国，化石能源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

要。因此，要在优化能源结构、吸收消化国外先

进技术、制定一系列利好新能源发展政策等方面

加大力度，促进新能源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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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New Energy in China

Li Chunxi，Wang Jia，Ye Xuemin，Yu Qiao
( School of Energy Power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aoding 071003，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an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energy and economy，new energy that has advan-

tages of clean，renewable energy and less pollution emissions，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low-carbon e-

conomy，improving energy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types and utilizations of new energy in China，and analyzes the national policies on new energy．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the statu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including wind power，solar energy，bio-

mass and nuclear，are investigated，an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new energy development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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