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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能源》由杨名舟主编。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千百年来，全球已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但化石能源枯竭的压力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能源战略，发展新能源是缓解能源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
发展新能源是解决我国发展中资源有限与需求不断增长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
《中国新能源》对新能源（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
趋势等方方面面作了系统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在借鉴了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政策建
设和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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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水电资源地位不可小视，要充分开发国内水电发展潜力，处
理好水电移民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有序发展。
但是，水电开发有一个上限，无法通过发展水电解决全部的能源问题，且水电开发也要受制于地理环
境，还要考虑地质构造受到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
 核电是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要替代能源之一。
近年来，我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且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规划。
然而，福岛核事故的爆发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德国、瑞典、法国等纷纷调整了核电发展计划，德国更是率先提出关闭境内核电站。
就我国而言，完全限制核电开发并不现实，目前在运行的二代加技术具备一定的技术安全性，但仍需
进一步完善。
要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稳步、有序发展，引进三代、四代技术，确保核电安全。
核电因其巨大、不可逆转的破坏力，决定了核电无法成为未来能源的主流。
 综上所述，发展新能源将成为解决我国未来能源供需缺口问题的主要抓手之一。
要努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能源。
在风电发展中，要注意协调大型并网风电场建设与积极发展小型独立运行的风电机组的关系，要通过
发展分布式电源的方式缓解并网压力；要加强市场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切实提升国产风机的质
量，攻坚核心技术环节；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计咨询、检验认证及人才培养体
系，完善涵盖研发、设计、产业、服务等环节的产业链；确保风电场建设与电网建设和安全运行的协
调，推广风能预测和多种电源互补技术等。
 要加快发展太阳能集热器，培育健康高质量的技术市场，加强企业资质认证和产品质量；大力发展住
宅建筑太阳能热、电利用，真正实现节能减排；要实施农村屋顶太阳能利用计划，扩大电网对农村光
伏发电项目的覆盖面积；要开展屋顶发电、沙漠电站发电及并网技术研究；加快太阳电池硅材料国产
化生产能力和高效电池的开发和应用，有效降低发电成本。
 在发展生物质能源时，要解决能源、资源、环境和“三农”问题，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发展生物质成
型固体燃料、生物质分布式发电、液体燃料以及生物基化工产品，明确技术路线图和政策保障措施；
发展以非粮食为原料的生物质液体燃料，“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要研究解决农林生物质和有
机废弃物多联产和废水处理等问题。
 1.9.2 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在世界能源资源快速消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气候变暖威胁逐渐增大的
形势下，新能源正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过渡，在未来全球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也必将成
为世界各国竞相开发的一个重要领域。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提高对新能源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因地制宜地制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把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国家的各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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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能源》可供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管理人员及相关专业的专
家、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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