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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创新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
中，能源领域被视为低碳转型
的关键，各个行业都在深入推
进能源革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低碳化发
电技术创新发展报告 2023》
（以下简称《发展报告》）发布
会上指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
中国能源发展的主力方向，可
再生能源发展到目前新阶段，
创新发展也需要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发展报告》的关键词是可再
生能源，聚焦可再生能源利用
技术创新发展，分别对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太阳
能热利用、水力发电（抽蓄）、
地热能利用等进行了分析和
研判。

可再生能源
实现高速增长

可再生能源不仅是新型
电力系统的基础，也是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
的2024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公布的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中国保障电力供应的
新力量，总装机年内连续突破
13亿千瓦、14亿千瓦大关，达
到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
装机超过50%，历史性超过火
电装机。

2023 年以来，全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3万亿千瓦时，
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风
电光伏发电量已超过同期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
用电量比重突破15%。

“‘十四五’以来，以风光
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均实现
了高速增长，全国可再生能源
装机总量历史性地超越了煤
电，在强劲的发展势头下，各
类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不断加快，在资源勘
探、材料与设备研发、系统集
成、产业链形成、项目应用等
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电
力规划设计总院党委常委、副
院长姜士宏说。

在他看来，伴随着产业体
量的增长，国产化率和技术指
标水平均不断提升，部分细分
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但规模大幅增长过程中，电源
结构的变化，相应会带来系统
运行特性的变化，进而对可再

生能源发展提出了新的技术
要求。

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大
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
发展，2023年10月，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可再
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的通知》
明确，通过组织开展可再生能
源试点示范，支持培育可再生
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拓展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着
力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
成本下降、效率提升、机制完
善，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
跃升发展、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赵勇强表示，我国可再生
能源技术未来创新发展方向
会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多样
化，科研技术一定是多样发展
的，这样才能够实现普遍开发
利用、系统成本最优的效果；
二是集成化，科技现在逐步深
入到各个领域，需要与终端的
场景、技术工艺、本地需求结
合起来；三是高端化，未来可
再生能源要成为现代化产业
体系、创新驱动和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支柱，技术需要具有引
领性；四是国际化，新型能源
技术在一些领域已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希望在技术的应用
示范、模式创新等方面也可以
走到世界前列。

可再生能源
要实现安全、可靠、替代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和
产业不仅是能源体系变革与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重要基
础，也是关系到国内制造业升

级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重要领域。”中国可再生能源
协会特别顾问李宝山说。

早在 2015 年，国务院已
批准设立河北省张家口市为
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2023年12月27日，张家
口市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任
晓伟在该市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称，可再生能源装机
突破3000万千瓦，规模稳居
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
市，占全域电力总装机的
83.8%，是火电规模5倍以上；
自示范区设立以来，可再生能
源累计发电量近2500亿千瓦
时，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

任晓伟表示，该市计划到
2025年，示范区将基本形成
适应绿色低碳能源体系的体
制机制，将形成与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相适应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政策体系。可再生能
源将实现大规模、高比例、低
成本、市场化、高质量发展的
态势，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
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努力
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贡献出更
多张家口智慧，探索出更多
中国方案。

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
发力，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将
不断释放潜力。

2023年6月，北京市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了《北京市可再生能源
替代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到2025年，北京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占能
源 消 费 总 量 的 比 重 达 到
14.4%以上，力争达到15%以
上；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力争
达到25%左右。

按照方案，北京新增能
源消费量将优先由可再生能
源提供。比如，浅层地源热
泵暖民工程、再生水源热泵
暖民工程、中深层地热能暖
民工程、垃圾焚烧发电余热
暖民工程、空气源热泵暖民
工程、太阳能热水暖民工程
等六大暖民工程，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供热的比重力
争达到10%左右。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
工程师王霁雪坦言，可再生
能源行业近期可能从构网型
角度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
要承担起安全可靠替代的责
任，才能够让可再生能源真
正在未来的能源竞争中成为
主力军。

供热领域
如何实现低碳化

如今，电力领域的低碳化
路径已经相对清晰，但是供热
领域如何实现低碳化，目前还
不是十分明朗。

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发
布报告显示，我国地热直接利
用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截至2021年底，我国地热供
暖（制冷）能力达13.3亿平方
米，温泉年利用能力6665兆
瓦，地热农业年利用能力
1108兆瓦。

“太阳能热利用和地热能
利用在供热方面具有巨大的
潜力和独特的优势。太阳能
或地热能与储能热、化石能源
等一种或多种形式进行耦合，
将会成为未来实现低碳化供
热的主要发展模式。”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发电工程咨询院

院长助理李文凯说。
需要注意的是，可再生能

源电力转化成热能的供热思
路存在现实问题。

“相比于电力领域，供热
领域低碳化重视度仍需加
强。”李文凯表示，可再生能源
往往存在波动性，因此供热存
在可靠性问题。由于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电价水平相对较
高，如果再转化成热能，与化
石能源供热相比，成本上也存
在重大挑战。

每个类型的可再生能源
技术都有独特的技术特点和
发展水平，其重点创新方向也
有所不同。

关于太阳能热利用和地
热能利用的技术创新重点方
向，《发展报告》提出以下研
判：太阳能热利用方面，产业
制造水平尚需提高、产品质量
监控有待完善，系统集成技术
水平有待提高、技术创新亟需
加强；地热方面，需要在中深
层地热能资源直接利用、水热
型地热能发电、干热岩型地热
能发电等方面加强技术研发。

未来如何构建以可再生
能源为主的能源和电力供应
系统？李文凯说：“分进合
击，协同实现低碳能源可靠
供应。一是强化顶层设计，
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耦
合。二是坚持保供优先，深
入推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
源耦合。三是立足有效消
纳，积极推动和探索‘可再生
能源＋储能’‘可再生能源＋
氢能’发展模式。四是坚持
电热并重，充分发挥太阳能、
地热等能源形式在供热领域
的独特优势。”

浙江仙居：
绿色能源赋能乡村振兴

2023年 12月 27日，在浙江

省台州市仙居县上张乡一处山

上，一排排光伏板在暖阳下源源

不断输送绿色清洁能源。

近年来，仙居县上张乡坚持

党建引领、绿色发展，流转荒山、

荒坡发展光伏产业，让荒山变成

“金山银山”，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助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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