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1

绿色低碳产业研究与应用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
张利正

（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029）

摘要：现阶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过程中所运用的资源比较少，符合低碳的要求，但是开发制造属于高碳，需要大

量的化石燃料作为支持。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污染物排放和成本高具有很大的关系。各个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表现在技术创新和经

营成本，有关人员要积极开发新能源，有效地把握住新能源开发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技术研发，避免资源的重费和浪费，

保障新能源发展规划符合我国的国情。与此同时，有关人员也需要加强常规资源的重视，调整能源结构，符合节能的要求。本文

重点对于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措施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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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能源结构也在不

断地完善，相关资源的稳定供给，能够保障经济社会的长远发

展，但随着化石燃料燃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短缺现

象频频出现。现在人们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一方

面是有关人员通过科学技术来达到提高转化率，节约能源的目

的，另一方面有关人员通过新能源的开发，从而更好地符合经

济社会发展低消耗、高能效的要求。现代人们对于节能环保的

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科

学技术也在不断地完善，但经济发展的背后，能源需求量也在

不断地增大，由此所带来的各类能源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人类

社会离不开化石能源的支持，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加强新能

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关人员重点研究的内容，各国也在不断加

快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步伐。

1  新能源的概念分析

通常而言，常规能源是指在技术上已经比较完善，并得到

了大规模使用的能源；新能源是指正在积极研发并没有得到广

泛运用的能源。在人们的认知中，天然气、水电、煤、石油这

些都是常规能源，而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

能等是新能源。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现在世界重点解决的难题，

这也使得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新能源，希望通过新能源的研发

和利用来有效地克服化石燃料所带来的各类污染问题 [1]。比如

太阳能和风能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要特点，在利用的

过程中并不会排放太多的污染物，世界各国都在利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来对不同种类的新能源进行研发，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是至今并没有研制出一种科学合理的新能源开发技术来取代

现代的化石能源。目前，新能源只是作为常规能源的一种补充。

这种情况主要说明了各个国家在新能源研发技术方面还没有进

一步的突破。其次，新能源在利用的过程中还需要依赖一些新

技术，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有关人员要紧密地

了解新能源自身以及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对新能源

也有更积极的认识和更为理性的了解 [2]。

2  新能源利用和开发的过程的问题分析

2.1 开发制造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新能源利用方式主要有太阳能发电和

风力发电方式，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新能源在利用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与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和污染物对比来说是非常少的。新能源项目一次性建设之后，

可以通过自然力量来进行运转，不会排放污染物质，整体的维

护成本也并不高。例如生物质能技术利用较成熟的玉米乙醇来

进行燃烧，它的燃料产物比较清洁，而且该能源具有可再生性。

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都具有低碳的特点，但是这些能源

的开发和制造确实需要有关人员认真和全面地思考。无论是风

能还是太阳能，需要和地球上大量的非再生能源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才能够实现正常的运转，从而制造相关的电能。比如风力

发电设备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金属材料和非

金属材料，主要包括钢材、铜、铬、锗等等，同时还需要大量

的橡胶和玻璃等化工材料。这些材料需要事先准备好，这些材

料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开挖、熔炼、提取、合成等一系列

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消耗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

并且会排放出相应的污染物。与此同时，发电设备在安装的过

程中还需要占据相关的土地资源，开展远距离的输电需要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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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能源，这些施工过程属于高碳，同时还需要消耗大量的

化石燃料，这极大地提高了新能源开发的成本。通过有关数据

的计算认识到目前风力发电的成本是火电的 2-3 倍，太阳能发

电的成本是火电的 5-10 倍 [3]。

从数据中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能源开发设备和制造对于化

石燃料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同时新能源开发设备制造和安装

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虽然目前难以

计算出常规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制造过程中所需要的排污量和排

碳量，目前高成本的现象也表明了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不可行性，

因此各类媒体所宣传的新能源零排放、无污染、低碳的说法并

不客观，新能源的利用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2.2 太阳能发电的转化率低

21 世纪初，上海市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经历了三年左右

的实验与探索，研制出新型的仿生太阳能电池，该电池的光电

转化率超过了 10%，接近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世界最高水准的

光电转化率也仅仅有 11%，如果该装置处于阳光不充分或者是

雨天闷热的气候中，它的转化率会大幅度地降低。

在我国太阳能电池中，硅系太阳能电池的研究是比较成熟

的，但是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晶硅太阳能电池主要由硅片所

组成，将硅片铺设成太阳能电池的幕墙。一般来讲，这些硅片

都需要采取高纯度的硅纯度，要达到 99.9999%，但是纯硅提

取技术被日本、美国、德国等相关的公司垄断，如果要采用高

纯度硅作为太阳能电视的幕墙，则需要进口，它的价值是非常

高的，整体的成本太高，并不是用大规模的运用，所以太阳能

发电技术还需要现代人们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3 有关的装置有一定的寿命

目前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所采用的设备寿命年限为 20

年。在该期间，设备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考验，目前风力发电

设备主要包括工艺制造学，气象学，电力传输学，材料力学，

保护与控制学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技术，整体的技术含量

是非常高的，制造企业要具备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才能

够制造出更先进成熟的风电设备，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制造技

术，也难以保证在 20 年寿命期间，该设备并不会出现任何故

障问题。与此同时，如果在中西部地区采用相关设备的话，还

需要考虑气候原因，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风沙比较大，会对设备

产生一定的磨损，会降低风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想要发展风电都必须要解决市场问题，

无论是建设电网还是工业分布，都需要对工业布局进行大范围

的调整，由于我国的风电是一个随机间歇的发电过程，会给电

网运行带来较大的困难，目前电网都不愿意使用风电设备，主

要是因为在没有风的时候，管理的难度比较大 [4]。

其次，风电的成本比较高，为了更好地保障风电机组运行

的效果，有关人员需要不断地扩大规模，加大资金的投入，及

时地调整风电的布局，保障合理匹配，这样才能够保障风电设

备的正常运转。有关人员还需要调整资源配置的范围，让更多

的资源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配额

制度，及时地调整发电企业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指标，

保障风电机组工作的正常开展。电力系统消耗多少可再生能源

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和指标，地方政府也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这就需要配套的目标配合政策来进一步地实现风电设备技术的

发展，合理地改善风电机组的并网特点。

2.4 政府资金补贴有限

新能源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同，它非常依赖政府的资金和政

策的支持，由于其自身的竞争力难以承受市场的检验，而新能

源行业的经济压力也不可能让政府长久地补贴下去。相关的新

能源企业总是指望依靠政府的贷款或者是补贴得到进一步的生

存。在我国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以及相关技术有待改善的背景

下，政府的相关政策不能够成为资源浪费的动因，避免低碳概

念的炒作，要防止某些新能源企业钻了政策的空子，对不成熟

的技术进行推广而带来的更大经济损失。

3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优化措施分析

3.1 新能源开发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全世界的能源利用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从烧秸

秆到烧煤炭，从烧煤炭到烧石油和天然气，现代是第三次能源

大转化的黄金时期，未来全球能源利用的趋势将从烧天然气转

化到具有低碳性质的可再生能源。能源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 1 次能够转化经历了 200 年，第 2 次能源转化经历了 100 年，

虽然能源转化具有一定的预期性，不久的将来能源利用类型会

得到进一步的转变，但是第 3 次能源转变要比前两次更加艰难，

目前新能源的发展方向并不清晰，除了在新能源研制技术方面，

同时还会存在着成本高，经济压力大等一系列的矛盾，虽然说

能源结构会向着可再生能源方向不断转变，但是该转变是一个

非常漫长的过程，其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新能源在

使用的过程中呈现出低碳的特点，但是很多新能源具有分散性，

间歇性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化石能源价格

暴涨之后，大多数人们还是选择传统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的

市场竞争力并不高。

所以新能源的利用和研发不要太急躁，要徐徐图之。在

2008 年，我国新增 5030 台风力发电机，整体的装机容量大约

在 1200 万千瓦，但是该年的风力发电量仅仅为 128 亿千瓦时，

这表明了我国风电设备一年只工作 1000 个小时电费才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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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实在太低，成本实在太高，连基本的投资都收不回来。

在我国新能源号召的背景下，各个省市也开始注重新能源产业，

积极地打造新能源基地，有近百个城市将太阳能和风能作为城

市的支柱行业，这种一拥而上的发展形势不但会导致大量资源

的浪费，而且会影响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所以对于新能源的

利用和研发要循序渐进。

3.2 关键技术的使用成本不断降低

新能源行业是一个前景良好，但关键技术需要进一步创新

的行业，我国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方面。

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也需要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帮助人们选择

成本更低、更科学的产品。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关键技术研

发的核心表现在成本方面，只有不断地降低成本，才能够实现

新能源研发技术的推广。

目前新能源行业竞争不强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人们对于新能

源的开发具有太多美好的想象，而对新能源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认识过于简单，认为只要有相关资金支持，实现技术突破是指

日可待，实际上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科学技术在带来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的生态环境问

题。所以在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有关人员一定要

趋利避害，有效地调整关键技术的结构，综合考虑关键技术的

突破方向，从而全方面地实现新能源行业的长远发展。

3.3 强化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

由于原油价格的上升，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技术曾火

爆一时，所带来的结果是粮食价格飞涨。目前有关生物燃料纤

维素乙醇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它的重要标志表现在相关成本

已经下降了数倍，该技术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纤维素乙醇是

第 2 代生物燃料，它是以农作物秸秆、甘蔗渣、林业加工废料

为主要原料所制成的乙醇，根据美国一家公司的研究表明，每

加仑纤维乙醇所产生的能量是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能量的 8 倍

左右，但是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降低 96%。由于生物质能在能

源转化率和生态污染性等方面有重要的优势，生物能源曾被视

为可替代煤炭、柴油等可再生能源的唯一能源，各个国家对于

生物燃料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屡破新高，生产粮食的地上茎秆和地

下根茎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地上的林、草也含有大量的

纤维素，对于我国未来发展而言，利用农产品加工废料、地上

茎秆、地下根茎等纤维素乙醇技术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虽

然该技术能够实现节能环保的发展目标，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原料耗能、二次污染等等，但是

纤维素乙醇制造技术的突破是可期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难度

要低得多。

化石燃料在出现之前，人们最主要利用的能源就是生物质

能，比如薪柴，只不过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整体能源的利

用率是比较低的。在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改变传

统的能源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回归自然、回归传统，但

并不是重复传统的能源利用方式，而是应该创新能源利用方式，

从而更好地保障生物质能的高效运用。

除此之外，有关人员还需要节约常规能源，无论是在日

常生活，还是具体生产过程中，能源节约的发展潜力是比较

大的，节约一度电相当于节约了 0.4 千克标准煤，减少了 0.997

千克的二氧化碳和 0.003 千克的二氧化硫的污染物排放，所以

能源节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大量地耗费

非可再生能源去研发新能源，而另一方面又在浪费常规能源。

在经济结构调整方式的背景下，节能也是响应新能源开发的

重要战略，现代人们要加强生活领域中的日常浪费行为的重

视，从日常小事做起，秉着坚持不浪费任何能源的原则，无

论是能源结构如何的变化，节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人们

要坚持的重要思想。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结构不断改变的背景下，有关人员要做

好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具有两面性的，

人们不能够仅仅看到能源利用中的环保和低碳的优势，同时要

关注能源开发制造中的高成本和高消耗等不足，要全方面地看

待新能源开发的优势和不足，积极地做好关键技术的研发，更

好地推动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革新，对不同种类的能源开展合

理的规划，实现新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战永超 . 低碳经济环境下的新能源技术探究 [J]. 现代

经济信息，2018（12）：1.

[2] 曾波 . 低碳经济环境下的新能源技术发展研究 [J]. 节

能，2019，38（09）：2.

[3]陈成立，黄金荣.低碳经济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J].

知识经济，2018（05）：8，10.

[4] 张怀文 . 低碳经济背景下新能源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和

演化路径分析 [J]. 工业技术经济，2016，35（09）：155-160.

作者简介：张利正（1991-），男，山西忻州人，大学本科，

主要从事新能源项目开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