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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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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低碳经济发展而言，它主要是指国家采取低能耗、低污染、少污染的经济运行方式。就低碳经济的发展实质而

言，有效使用资源，以及发展洁净能源是其基础之一，而新兴能源技术则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在一定意义上能够

推动国民经济的成长，并能够更有效的适应气候变化。国家必须不断地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洁净能源发展政策制度进行完

善，目的就是希望夺取下一次技术变革战略制高点，国家必须对《新能源发展规划》加快出台，且国家必须对地方政府对洁

净能源发展保障的功能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必须对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提高关注，以促进新兴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文

章着力研究了低碳发展领域中的清洁能源政策问题，以为有效的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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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y refers to the country to tak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w pollution, and less 

pollution of economic operation.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economy, th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s one of its foundations, while emerging energy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economy, which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a certain sense, and can 

more effectively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Countries must continually to low 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 and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 policy system perfect, the purpose is to hope to win the next technological change strategic high ground, the country 

must speed up new energy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the country must to local governm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security, and must raise the attention for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emerging energy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lean energy policy in the field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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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洁电能简称为绿色电能，可直观应用人类生产活动且

不释放污染，按类型可以分为可再生能源、非可再生能源。

目前，中国已经掌握了当今世界上较大的太阳光、风力和环

保技术公司及能量生产基地，在全球的清洁能源行业中具有

巨大规模优势。党的十九大公报提出，要建立清洁低碳、安

全有效的现代电力制度。二零二零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积极推进煤炭清洁有效使用，优先发

展可再生资源等重要内容。通过大力发展清洁再生能源促进

中国实现新能源革命，实现中国经济的低碳与可持续增长。

1  在当前低碳经济视野下，清洁燃料产业化发展的需求

作为全球能源大国，目前拥有大量的煤、原油、燃气

等基本能量，尽管燃料储备相对充足，但由于总人口基数较

大，所以平均占用量相对较少。其中，煤炭资源在中国能源

总额的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而有重要战略性意义的石油

资源在中国能源总额中的占比则不足百分之五，这就确定了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资源为主。煤和原油以外，

节水能、风电、太阳能等洁净燃料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还不足百分之十，而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

速，资源重组已经势在必行，因此能源结构优化的冲击很

大。目前，中国部分地方仍继续实施高耗能的粗放经济发展

模式，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具有高度掠夺性，但与此

同时，人们却承担着巨大的环保代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开始，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近三分之二都是建立在污染和生

态损害基础上，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已经超过了我国

GDP的百分之三，而有效再生能源的实际使用率还不到百分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16)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230

之四十。相比发达国家，每100万元GDP所对应的能源在我

国是美军的二点五倍，是日本政府的九倍，所以通过从低碳

发展的角度，探寻中国能源清洁能源领域未来发展的优化方

向有着实际必要性。

2  清洁低碳发展现状分析

2.1  清洁低碳发展基本情况

新时代，中国将主动部署，全力推进世界再生能源的低

碳变革大潮。近年来，中国正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主动提出二氧化碳减排发展目标，推动世界再生能源革命。

"十四五"时代将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关键，长

期宏观经济恢复政策措施将彰显绿色生态低碳特点，逐步减

少在短期宏观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高碳锁，以充分体现和支撑

美丽中国二千零三十五的美丽愿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的国际长期策略，坚定低碳的发展方针，将适应气

候变化视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方式转换的新动力，以保持国

家战略集中度，提升战略信心。同时许多国内主要再生能源

公司也将积极参与低碳发展，以促进行业转型升级。中国能

源行业正面对着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对着国内

资源勘查进一步发展的困难、生产成本高企、全球地缘政治

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以及中国能源向低碳快速转型

的快速发展等问题挑战[1]。

2.2  低碳经济语境下能源安全政策的创新意义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低碳经济发展背景的我国国家能

源安全策略，就应当以进一步发展并实施低碳经济社会为基

本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将低碳经济社会层面的我

国主要能源安全目标界定为:在社会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上，促进社会、国民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经济发

展，在满足社会国民经济增长低碳为基本指标的前提下，努

力提高能源需求、能源供应与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安全性。

3  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市场发展激励机制也

不完善

"十三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对清洁能源企业实施补

助，是推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和资源环保目标实现的关键

政府手段。①目前有关的立法和补助政策体制还不健全不完

备。目前各地已因人制宜形成了财政补贴优惠政策，还没有

经过全国统一调研讨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所以关于发展清

洁能源企业的补助标准、范围，以及具体补助内容还有待于

进一步深入调研。目前，国家针对清洁能源的消费场景及终

端补助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由于对上游的清洁能源企业补

助政策比较含糊，缺乏系统的成文规范，使得清洁能源企业

规模良莠不齐。②且清洁能源产业培育过程中所使用的高新

技术核心科技往往面临着产权不明确、专利保障不力等问

题，极易造成产业之间的无序竞争[2]。

3.2  能源消费市场不够成熟

洁净再生能源走上工业化发展之路，必然需要对应比较

完善的消费市场。有了消费需要，才有发展的动力。但当前

中国洁净再生能源在消费市场的发展仍有一定滞后性。如中

国太阳能光电产业的主要市场为欧美，由于国内外对于并网

式太阳能光伏市场的了解都较少，而并网式太阳能光电市场

空间又很小，尽管中国太阳光产业虽然具有了相当规模，但

由于更多的是原产品出口市场，在产业出口中很易受输出国

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清洁能源产

业化发展。

3.3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中国的清洁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数量、发电量、可再生

能源公司总量和基地建设总量均在全球排行榜上遥遥世界

领先。但由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科技兴起相对较晚，且基

础设施也比较脆弱，中国尽管在发电设备、可再生能源电

池制备等领域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自主专利，但工艺技术和

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有着明显差异，因此中国的清洁再生能

源产业技术力量均亟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核心零部件和

高新性材料大多依靠进口，对核心技术联合开发没有独立

开发权和生产能力。[3]

4  完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机制的建议

4.1  加强清洁能源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洁净能源行业的蓬勃发展，可归结于新的能量来源途

径的开辟、新能量效率的提高等，所以，新科技的研发、新

产品的推出和新的业务能力的提高都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

新进行支持，而创新也是对洁净电能的生产成本进行确定性

和永久性地下降的基础，而通过创新对实现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产品成本学习效率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巨大贡献，正是通

过创新促进洁净能源行业蓬勃发展的经典例子。国家也十分

重视在洁净电能蓬勃发展中的技术创新制度建立，如国家能

源部就设立了专职从事洁净电能研发工作的"先进再生能源

研究计划署"，专业致力于促进能源技术转变的技术创新循

环。③在具体的运营模式上，该研发计划署基本涵盖了清洁

能源的所有应用领域，既兼顾了传统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

新兴技术的开发，并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加入到清洁能源科技

的革新中。

4.2  通过技术的发展，促进新能源成本的下降

我国新能源发展所受环境影响的主要制约原因，包括科

研的落后、科技创新的缺失。要想有效推动清洁能源的良好

发展，企业应从技术创新提升方面下功夫，使现有产品的转

化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以使生产成本有效地减少，使其市场

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1)做好

与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结合，通过建立二者的联动机

制关系，为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财政在

对新能源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发展费用的支持等方面给予一

定保障;(2)新能源领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基本制度框架的建立

与健全，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当把企业、科研

院所等视为市场主体，同时，政府还必须了解市场的主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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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结合产、学、研等技术的创新;(3)将新能源技术研究的

重点予以把握:对于出台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

了风电、太阳光、海洋生物能、核电为我国在新能源领域最

优先的科技领域，所以，必须通过把大功率风能发电、生物

发电生产的重要装置的研制问题优先进行处理，对太阳光发

电、海洋生物能液体燃料制造的核心技术问题进行了重大突

破，以便有效安全的使用核电，所以突破和创新核电科技非

常的必要，必须通过创新新能源领域，以使产业化、商业化

的步伐得到有效推进[4]。

4.3  强化市场培育，积极"走出去"

针对国内先进与落后国家市场开发能力缺失的现实，积

极调整市场培育的策略，从可发力的区域市场发力，积极推

动清洁能源产业化发展。而针对国内外市场培育策略来说，

可走政府采购第三方服务的路线，积极进行清洁能源产业消

费市场的开拓，并辅助推进分步式再生能源应用、分布式再

生能源发电、免费入网等入网方式。还能通过向拉美、非洲

等发达国家企业进行对清洁燃料生产的无偿援助和科技指导

等，逐步打开全球市场，从而走出发展道路。

结束语:在世界低碳的大背景下，蓬勃发展清洁能源是

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目前中国清

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很快，已成为中国推动能源转型经济蓬

勃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为建设高效率安全性可靠性、低碳洁

净的电力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蓬勃发展过程中，

又面临着发展体制不健全、资源市场供需不均衡等问题。唯

有着力于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主体消纳机制、政府补偿机

制、企业创新创效机制，方可实现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高效

率持续地健康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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