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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科普读物，本书以新颖的理念和独特的视角，对一系列涉及“能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沦述，特别是对能源和人类之间关系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对我国当前能源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客
观的描述，并对各种能源利用技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本书以能源为核心，系统回顾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高度概括了人类的能源利用轨迹，全面总结了我
国现有能源问题，细致分析了导致问题的主要因素，进而讨论了各种能源解决方案，也对能源改革中
遭遇的困难加以详述。
本书中对分布式能源资源、技术、系统和体系建设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介绍，力求描绘出以“分布式能
源”和“智能电网”为代表的下一代能源体系的大致轮廓，解析该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对其
进行研究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布式能源综论>>

作者简介

宋英华，管理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武汉理工大学危机与灾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国家石油储备中
心特聘专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
近年来，在权威和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能源安全与应急管理论文20余篇，主持并完成了包括国家社科
基金在内的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重要研究课题，著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导论》。
研究方向：能源安全与新能源发展、危机与灾害应急管理、风险及预警管理。
张敏吉，1997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工业自动化专业，2001年获工科学士学位，后留学澳大
利亚攻读硕士，2004年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光伏专业硕士学位。
归国后就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得全球环境基金，参加世界银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
，主导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项目的开发和执行。
2008年受聘于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光伏技术主管、新能源研究院技术集成和战略研究员
，主要从事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和新能源战略规划。
肖钢，1984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热能工程系。
1992年获得丹麦技术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
学术专著有《燃料电池技术》、《黑色的金子——煤炭开发、利用与前景》、《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还碳于地球——CO，的捕集与封存》、《观澜集》等。
目前供职于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任英国皇家化学会院士(FRSC)、国际节能环保协会(IEEPA)专家、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氢能专业委员会理事、清洁煤技术全国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煤炭转化》杂
志理事会常务理事代表、中国二甲醚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特聘专家、美
国CaseWesternReserveUniversty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客座教授、同济大学客座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客座
教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其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国际及中国授权和受理的专利达18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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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目前，全球范围内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这5种能源已经作为商品经流通
环节大量消费，故被称为“商品能源”，在我国也不例外。
根据市场经济学对于商品及其价格的定义，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其价格应该符合价值规
律：包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税收和利润，并受到商品供求状况、市场竞争状况以及货币价值变动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然而，我国当前能源供给却存在较严重的定价问题，能源作为商品，其定价机制违反商品价值规律，
且不符合市场化运行规律。
我国煤、油、天然气等能源及能源发电的终端价格始终控制在政府手里，国内市场上的能源和电力价
格既不能反映国内能源开发和电力生产的真实成本，也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变化，更不
能显示出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其定价机制几乎不考虑生产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如安全生产成本、环
境保护成本等。
比如，有报导称我国山西某高速公路有1公里路段，本来只需要2000万元左右修筑成本，但因为该道路
处在煤炭采空区，最后居然要多花3亿元，煤矿开发的环境成本可见一斑。
2008年，绿色和平组织、美国能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布的《煤炭的真实成本》中指出，
我国煤炭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损失相当于GDP的7.1％。
我国每使用1吨煤，造成150元的环境损失，当前我国煤炭价格仅仅是全部真实成本的40％，这一数据
令人难以置信。
国际上煤炭和石油价格保持在高位运行。
我国政府为保持物价稳定，对电价和油价实施管制，这种压低能源价格的管制必须以补贴为代价。
在油价控制方面，国家先让中央大型石化企业按照国家指令从事亏损的政策性业务等，然后再由财政
对它们进行政策性亏损补贴；而在电力方面，国家则通过煤电不联动和发电企业的普遍亏损来实现电
价管制和补贴。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渡性的能源消费补贴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政府的确有义务以可承受的价格为每一位公民提供能源服务，并考虑人民实际购买力和能源消费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例，努力体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但另一方面，抛开市场机制，单纯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控制能源价格，就无法实事求是地反映能源的供
需情况和稀缺属性，更无法推动能源转化技术的进步，长此以往，价格补贴只会鼓励和放大能源消费
，导致大量能源和电力的浪费、滥用或低效利用，增大能源紧缺和价格压力，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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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布式能源综论》是清洁能源科技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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