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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能源真正广泛使用时我们出门就不用戴口罩了

 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着重提到，未来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我们也都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出行开
着电动汽车，在家用太阳能洗澡，用生物质能的燃料来烧饭，用风能和电力来看电视等等。那么，让新能源真正进入
到我们的生活，在政策和产业上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如何让新能源技术从概念到使用之间变的更畅通？央视财经频道
主持人陈伟鸿和特约评论员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清洁能源众人期盼，太阳能、风能，潮汐发电，谁能帮我们摘掉口罩。新能源风光无限，传统能源升级再造，能源
结构改革挑战在哪里？

 北京市推出电动出租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运行效果如何？这辆出租车一款两厢车，上车之后，记者的第一感觉是
车内空间较小，不过从汽车发动到行驶，噪音都很小，也没有燃油出租车隐约的汽油味。乘坐过程中，感觉车体比较
轻，加速非常快，整体比较舒适。电动出租车的起步价是十元，价格优势也吸引了相当多的乘客。

 北京市民：这种车坐着挺方便的。

 冉师父（电动出租车司机）：快充装还是少，续航里程还是不行。要是把这个车的电池的容量，就是能高将近200
左右的话，就够这一天用的了，在咱们通州区这边来说。

 针对北京电动出租车量不足，续航短，充电难的情况，北京市科委表示，他们将计划投放更多的电动出租车，并增
设更多的充电站。

 许心超（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新能源与新材料处处长）：我们下一步整体，北京市的一个规划，会在十个郊区县
不低于5000辆的示范运行，到2017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加快充电设施的建设，形成充电网络的布局。原则
上来讲，我们在每个郊区县建设，不低于出租运营20%的比例的这么一个快充网络，形成充电网络。

 2014年，我国能耗强度要降低3.9%， 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节能目标。

 张鸿：新能源广泛使用之后 我们出门不用戴口罩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它新的意思其实就相当于传统，或者叫常规，所以新能源也很多人管它叫非常规的一个能源，风能、电能大概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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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最核准的定义还得石老师给。我其实离新能源最近的一次接触，就在一个月前我去天津。天津有分布式发电，这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开始关注。就是你家里可以自己发电，自己发电以后，你发电可以并入到电网里去，然后你一
年到头除了你自己家用电，你还能挣点儿小钱。

 因为它叫清洁能源，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它可能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当你一开始说的，你开始开电动车，开
新能源车，然后用新能源开始洗澡、做饭等等，你出门不用戴口罩了。

 石定寰：世界正在经历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过度的历史变革时期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关于新能源的范围，我想再补充两句。新能源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对人类未来最有意义
的一块，还是可再生能源，因为这块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它不会随着像化
石能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可再生能源，包括像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主要包含这几
个方面。它可以通过多种利用方式，进入到我们生产、生活、消费的各个领域。

 首先是在我们整个大的能源结构当中，应该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确定自己国家的战略目标，
比如像欧盟已明确提出来，到2020年要实现三个20%。一个是能效要提高20%，一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要降低2
0%，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能源消费的占比，也就是可再生能源要占到他总能源、总消费的20%以上，而且进
一步可能到2030年、2050年，会有更高的目标。现在国际上正在经历着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过度的历史变革时期。作
为中国而言，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的调整。比如在中国，我们也确定了到2015年、2020年，我们的占比要达
到15%，指非化石能源，这是在电力方面。

 另外，比如在建筑方面，建筑是我们衣食住行很重要的方面，按照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将来每一栋建筑，
它不仅仅消耗电力，而且还能提供电力。

 石定寰：政策和规划都是很重要的引导 示范的引领也很重要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目前的瓶颈，一个方面是新能源的转化效率，还不像传统能源能达到这样高效，比如太阳能电池，现在我们目前能
够商品化提供的最好的也就是20%左右，这个效率商品还比较低。另外，新能源因为受自然环境的这个制约，白天有
太阳我们可以发电，一片云来了，就影响它发电了，晚上我们想要电流，它没有电了。

 某种程度上，新能源还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然，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能源。风能也一样，有风的时候，我们可以发
电，无风的时候，我们再着急也不行。所以我们电网需要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随时给大家提供的，在这方面是一
个差距。再有，相对来讲成本目前还比较高，还都高于我们常规的这些能源的发电成本。但是我们现在常规能源发电
的成本，没有把它环境影响等等外部成本算上，比如戴口罩的成本。

 在国外，比如说像欧洲，特别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家在这上面走得更快一些。不方便，成本高，转换力低等等的这
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他因为大量的通过分布式的能源系统，通过国家能源政策的调整，通过政策的导向，通过
制定国家的能源转型的战略，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我们国家从2006年，正式开始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再生能源法》，这个法律是我们一个根本大法，法律的制
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这个是我们整个国家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转型的根本。由于在法律的指导之下，各个
部门就要根据法律的要求，分别制定相关的具体实施的细则，包括相关的具体政策，出台了越来越配套完善的政策。

 国家的战略目标也在我们国家明确了，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的15%的能源，要由非化石能源来提供，这很重要。而
且在我们的中长期规划里，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优先发展，在每一个年度五年计划当中，也是不断在调整我们的规
划目标。比如说我们太阳能的发展装机目标，那么在几年以前，我们曾经规定到一、两千万千瓦，但是到现在，我们
到2015年已经确定是三千五百万千瓦的目标了，这在过去，我们制定规划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风电的规划，在当时2007年制定规划的时候，也就是几千万千瓦，那么现在，我们到去年装机已经接近九千万
千瓦了，所以这样一个目标，就会通过我们制定规划，来给人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实现，所以一个政策、规划都
是很重要的引导。示范的引领也很重要。

                                                  页面 2 / 4



当新能源真正广泛使用时我们出门就不用戴口罩了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58701.html 
来源：央视财经

 褚艳芳：要建立特高压的大的统一电网 实现远距离的输送

 （全国人大代表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在能源的生产领域，我们一个是要大力的发展和规范清洁能源的发展，同时是要建立大的基地，融入大电网，然后
建立全国的大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把清洁能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去统一的去资源进行配置。第二是建立全国
大市场，就必须建立起一个特高压的大的统一电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实现远距离的输送。

 因为我们国家的能源、资源和能源的使用，它是一个大的吊脚。就是说能源的资源主要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和华北
北部，但是，我们能源使用的符合中心点是在珠江三角和长江三角，华东、淮东这一带地区，但这一带地区，它没有
那么多的清洁能源的资源。所以说清洁能源必须是通过几千公里的远距离才能够输送。那么几千公里的远距离输送，
只有通过特高压电网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石定寰：我们可以在远距离送电上占有先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中国这些年，我们在基础建设上，能力逐渐地在增强。在全球来讲，中国在能源、交通等等基础建设的能力是处在
前列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我们大量的新能源、再生能源，这个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所以我们
这些年建了大量的百万千瓦级的风电厂，现在包括百万千瓦级的光伏电站，青海也在建立。在当地来讲，他用电负荷
是有限的，所以大量的电力需要外送，那么外送就需要有长距离的高压这样一个输电线路，而我们恰恰已经有这样的
能力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的，包括直流、包括交流的技术，这就保证我们在远距离送电上，可
以占有先机。

 第二，我们大量的电力更需要通过分布来把它解决，因为像德国，就地生产，就地消化，就地来利用，这个效率是
最高的。所以这几年，国家正在加大分布式电网的建设。

 第三个，就是要加强信息化智能电网的建设，因为太阳能、风能也好，是不稳定的，它用电的时间都是随机性很强
的，但是我们用电的消耗也是随机性变化的。那么，两者怎么样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全可以通过智能电网，通过我们
信息化的技术，互联网，云计算，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手段。在未来，信息化和我们新能源的紧密结合，可
以在用电上，电网的建设上，提供非常重要的方向。

 德国这几年实现了能源转型，一个是大力地推动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另外一个，对传统能源，在一定时期，它还
是一个过渡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么提高它的清洁性。实际上德国的这个过渡，在最近这个二、三十年当中，一步步的
实现了。他的所有火电厂的脱硫、脱销、除尘，包括一些比较细的颗粒物等等，都做得比较好了。今天在德国，他虽
然有大量的新能源，但也还并存着一批火电厂，包括应用煤炭的应用部门，但是他的技术、管理以及相关的法规等等
都更加完备。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从现实出发，因为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要用煤，煤还不可或缺。如果提高我们
清洁煤的技术，如果在强化管理上，如果在这些方面的管理方面，再者我们管理的意识方面，能够更好地借鉴德国的
很多经验，还是很有益的。

 德国的再生能源发生就起源于2004年，他实行了上网电价的补贴政策，这个补贴政策使得，他在高出的常规能源的
部分由政府给补贴了，而补贴这部分将来是在整个电网当中消化了。因为开始它补贴部分，这个电量是很小的。虽然
补贴了一部分，但把这一摊到每一度电里头，仍然是很低的。那逐渐在提高这个比例，在随着规模扩大以后，他现在
的补贴已经开始往下降低了。尽管降低，但老百姓已经尝到甜头了，降低了以后还在不断地加强安装。但德国的民用
电的电价要高于工业用电的价格，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而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民用电价很低，所以如果鼓励老百姓
更好用电，这需要我们拿出点中国式的政策来，来实行这个转折，需要探讨。

 现在我们在新能源的价格，这几年下降的是比较快的，随着技术进步，随着我们产业化的这种规模，那么在2007年
，在上海当时建立的示范电站，还有全国大概有四、五个电站。我记得当时国家给这个示范电站有个电价，这个电价
是给的是四块钱一度电，2007年，但是这些地方都觉得太低了，比如说上海。但是短短的几年，从2007年到今天，我
们现在普遍实行的电价，大家都按照这个电价就可以建设了。我们几个不同地区是九毛，九毛五、一块钱，在上海是
一块钱。我们的技术进步是很大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成本是最低的，像风电，现在成本已经差不多每度电是五毛多钱到六毛多钱，这个电价，一
度电已经是接近于常规电了，跟常规电不到一倍了。但是太阳能可能比常规电还要高出两倍，或者是更多一点。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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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来看，它是越来越降低的，而我们的常规电力，像火电。随着环境的压力，随着环境的成本，随着电价的成
本，煤炭成本的上升，天然气也在上升，所以一升一降。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就很快要持平，大家估计可能持平的时
间，也就未来五年左右有可能实现这个持平，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如果能实现持平，平价上网，那对我们的发展
更加有利。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58701.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4 / 4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58701.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