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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专家学者热议能源变革趋势——

中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领 跑 世 界

李俊峰：首先，可再生能源发展极大优
化了我国的能源结构。从总量上来说，新增
能源部分可靠可再生能源来满足；从比例构
成 来 说 ， 我 国 非 化 石 能 源 占 比 已 经 超 过
10%，为实现“2020 年达到 15%、2030 年达
到 20%”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可再生能
源发展为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减少了
各种污染物排放。最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
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
比较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

树立。第三，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促进了经济
结构调整。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我国
就把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重要方面。以就业
为例，当前，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就业 300
多万人，已超过了石油行业。

张正陵：说到能源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可
再生能源可谓功不可没。2015年，在国家电网
调度范围内，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是 2038 亿
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市全年用电量的两倍。清
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从“十一五”初的 6.5%

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11.8%。另外，“十二五”期
间，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超过了 7300 亿千瓦时，
相当于替代标准煤 2.4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 5.9
亿吨，减排二氧化硫 1800 万吨，减排氮氧化物
900万吨，效果非常显著。

梁志鹏：“十二五”时期，我国煤炭占能
源消费比重显著下降，可再生能源贡献很
大，其贡献率达到了 40%。当前，我国不少
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部分大城市遭遇了不
可忽视的大气污染问题。要啃下这一硬骨
头，根本之策还在于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减少
污染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比如，河北
雄县已成功推广了地热供暖，变成一个无烟
城，这一技术就很具有推广价值。再比如

“三北”地区，风电、太阳能资源充沛，完全
可以实现清洁能源供暖。

张正陵：总体来看，我国可再生
能源潜力不小。这个潜力，一个是市
场潜力，一个是资源潜力。从资源潜
力看，数据是相当令人振奋的。据测
算，我国风电资源潜能仅在西部地区
就有20亿千瓦，全国太阳能发电潜能
更是达到 45 亿千瓦。从市场潜力看，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三五”电力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风电将达
2.1 亿千瓦以上，太阳能将达 1.1 亿千
瓦以上。到2030年，风电市场可以达
到 5 亿千瓦以上，太阳能更是可以达
到 6 亿千瓦。届时，新能源定位跟现
今相比就会发生本质变化，其将成为
我国主导能源，或者称主体能源。

梁志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
般分为三个时期。所谓第一个时期，
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满足能源供应
可靠性要求，成本达到在考虑化石能
源环境损害成本的条件下，能与化石
能源发电利用成本相当；第二个时
期，是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利用后，
给能源体制、市场机制带来深刻转
变；第三个时期，则是可再生能源全

面替代化石能源。目前，这一发展路
径还是很清晰的。现在，关键是从第
一时期过渡到第二时期，这一转变如
何实现。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
体系组织方式、能源功能定位，都要
做一些调整。

李 俊 峰 ： 从 全 球 能 源 变 革 来
看，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在本
世纪末取代化石能源，这是时代进
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任务。我国也提出，大幅度
提高清洁电力比例，用清洁电力来
代替化石传统电力。中国现在已经
开始部署能源转型，2030 年以前是
逐步替代，2050 年以后则可以大幅
度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为本世纪
末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奠定坚
实基础。目前可再生能源虽然取得
了一定成就，但这只是万里长征刚
走完第一步。今后，在能源变革的
征程中，还需不断的技术进步、产
业扩张和国家政策支撑，从而不断
提 高 我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市 场 竞
争力。

梁志鹏：“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大结构
调整力度，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可再生能源实
现快速发展。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全球可再生能
源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制造
产业大步向前。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逐步完
善，光伏发电制造体系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
同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技术也取得长足发
展。总之，“十二五”时期，我国在可再生能
源市场应用、设备制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
取得了喜人成就。

李俊峰：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和新增装机
容量已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010年以
来，我国风电实现总量和新增装机量“两个第
一”；近两年，我国光伏发电总量和新增量也
均是第一，光伏产品更是占到了世界产量的近
80%。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带动了
技术进步。10 年前，谈到可再生能源时，不
少人会担心技术、装备问题。如今，水电，
风电和光电的装备制造问题已基本上得到了
解决，一批品牌企业也茁壮成长。与此同
时，一大批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瓶颈

得到突破。
张正陵：“十二五”期间，我国新能源实

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新能源装机规模最大
的国家。2012 年，我国风电装机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国。2015 年，我国太阳能发
电装机超过德国。截至 2016 年 9 月，国家电
网调度范围内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已突破
两亿千瓦，国家电网调度的 27 个省份中，14
个省份新能源已经成为第二大电源。“十二
五”期间，我国建成了4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建成了3个超过500万千瓦光伏基地。同
时，新能源并网技术和运行水平不断提高。我
国编制修订了近百个相关标准，并实现了新能
源远距离大规模输电。

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发展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特
点是成本高，采用固定的标杆电价；第二阶
段是规模发展阶段，新能源成本下降，相应
电价也开始调整，政府补贴减少；进入第三
阶段，新能源将参与市场竞价，政府补贴和
扶持逐步退出。当前，我国仍处于第二个阶
段，部分发达国家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第三个
阶段。 梁志鹏：可再生能源发展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其一，要突破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技术瓶颈。当前，可再生能
源之所以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根
本原因还是因为相关技术不成熟。在
经济性而言，可再生能源成本要比化
石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其二，我国能
源体系还不能完全容纳可再生能源，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能源体系。以电
力系统为例，现在的电力系统还不能
高比例地容纳可再生能源。因为在目
前电力系统中，发电和用电匹配方面
存在困难，亟需在整个电力系统方面
实行优化升级。

李俊峰：除了技术进步和系统完
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在用可
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发展趋势
上，行业和市场的认识并未达成完全
一致。未来，能源革命要取代化石能
源，这个过程中会碰到形形色色的
阻力。比如，煤炭产业、石油产业等
等，这些产业最终将慢慢退出历史舞
台。在这一点上，在可再生能源利用
方面走在前头的发达国家，已经释放
了明确的信号：2014年，美国第二大
煤炭公司破产，2016年，美国第一大
煤炭公司破产。但即便如此，有些传
统行业还是没有认清这一趋势。这一
过程仍需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化石能源在
推动非化石能源发展中发挥作用。因
此，有关部门正在讨论推动能源转型
时，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作出明确安
排。一是对化石能源实行用能确权试
点和改革，二是煤炭去产能，三是实
行电能替代，提高终端用能中电能比
例，四是在电力体制改革中采用绿色
调度和效率优先原则，安排绿色电力
优先上网。

张正陵：国情不同，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与国外相较，也有很大不
同。一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资源
与市场呈逆向分布。风电、光伏集中
在我国西部，水电集中在西南，负荷
中心则在东中部沿海地区。另一方
面，电力系统可灵活调节的电源占比
非常小。“三北”地区抽水蓄能电站，
加上燃气机组占比只有4%。要实现可
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与发展，首当其
冲要面对在当前系统内，远距离、大
规模输送新能源的挑战。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把“优先消纳新能源”变得更具可操
作性。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现在发
用电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另一个
是“省为实体、省间壁垒”没有打
破，给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
带来阻碍。

资源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可再生能源究竟具备多大发展潜力？从全球能源变革来

看，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将在本世纪末取代化石能源，我国将

如何迈向这一时期？

发展创下中国速度
谈起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际社会一片赞誉之声。“十二五”时期，我国可再生

能源取得了哪些显著成就？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究竟处于什么样

的阶段和水平？

能源体系亟待完善

正面效应集中显现
可再生能源的正面效应是综合性的。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环

境保护、能源结构调整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能源署此前发布的报告称，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

源增量占全球增量的40%。其中，风能新增装机容量更是占了全球新增容量的半壁江山。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存在哪

些瓶颈？近日，《经济日报》邀请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在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要实现可再生能源最终替代化石能源这一长远目

标，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