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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newable energy refers to the energy that can be recycled without human participation after 
consumption. It is inexhaustible, such as solar energy, tidal energy, geothermal energy, wind energy, 
water energy, ocean energy and so on.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fossil energy structur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
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constraints, and ar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China’s ad-
herence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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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再生能源是指经过消耗之后，不需要人为参与便能循环再生的能源，这种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
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风能、水能、海洋能等等。科学合理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改变传统的化石能源

结构，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约束有着重要的意义，是贯彻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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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约束之间的关系 

1.1. 我国的能源发展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发

展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是现代社会能源利用发展的必然方向[1]。 
我国的能源消耗形势并不乐观，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利，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 189,948 * 104 kW，相比 2018 年增长了 6.7%，见表 1。其按照国内目前的能源消耗状

况，根本不足以支撑使中国经济实力翻两倍的战略目标，甚至世界市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经济的能源需

求也达不到要求。所以开发可再生能源，对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当务之急。 
 
Table 1. Installed capacity of power generation in 2019 in China 
表 1. 中国 2019 年发电装机容量情况 

可再生能源种类 容量 

火电 112,586 * 104 kW 

水电 35,226 * 104 kW 

核电 4466 * 104 kW 

并网风电 18,426 * 104 kW 

并网太阳能 17,463 * 104 kW 

并网生物质 1781 * 104 kW 

1.2. 我国主要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我国主要的资源利用以矿物能源为主，矿物能源的利用占我国能源生产消费的总量有 90%之多。我

国矿物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主要由煤矿、石油和天然气组成，近些年来对于利用铀进行的核能也得到了

较大的开发利用。我国现阶段能源利用的发展趋势整体还是以煤、石油与天然气为主导，这种能源结构

也导致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过高，这样的发展状况若是在政策和体系上不做出改变，不管是对于全球

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是能源消耗问题都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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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国能源结构现状 

我国对于能源的需求和消耗属于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对煤炭资源的需求

量较大，石油与天然气的消费额度偏小。这种能源结构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二氧化硫与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分别占据世界第一与第二位，六成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不合格，空气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而且

我国煤矿产地主要以西北地区为主，为了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需求，需要远距离的进行资源的运输，

这对我国的交通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次是我国的能源利用的效率问题，能源的消耗与产值根本不

成正比，其利用率职业 30%左右，这种高耗能低效率的能源利用模式证明了我国能源结构存在着较大问

题。其主要原因是利用装置的效率相对于天然气与石油的利用装置偏低[3]。以上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能源

需求量逐年飙升，但消耗的能源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效率非常低，以未来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就算加

强产业结构调整与相关政策的实行，仍然解决不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问题。而且现阶段的能源结构在

环境保护方面造成的问题对于为的发展相当不利。 

2.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2.1.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指经过消耗之后，不需要人为参与便能循环再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比如太

阳能、潮汐能、地热能、风能、水能、海洋能等等。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充分的区分与研究，对其进行科

学合理的开发，对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需求十分重要。 
能源的过量消耗造成了不可再生能源的短缺以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转变能源结

构，将发展的能源需求问题重点放在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方面，但现阶段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还处

起步阶段，并且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其发展在还未能占到

一定的比例。 

2.2. 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 

我国可再生资源丰富，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其中代表为水能资源的利用：我国的水能资源的利用率

占据世界首位，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一些小型的水电站建设越来越多，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我国的缺电问题。所以说，加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和发展，对于能源短缺问题的解决有相当

大的帮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需求。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下，不可能以再以即将枯竭的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结构体系，所以改革能源

供应的模式，充分利用我国的水力、风力与太阳能的能源转变技术，使其能够以较大比率占领我国的能

源供给市场，是我国能源结构在在最近阶段的主要调整方向，也是我国长期能源发展的主要战略。 

2.3.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义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我国降低对世界能源市场的依赖性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够优化我国的

结构的同时降低国际政治动荡所引起导致的能源危机，在政治上减少可能存在的能源威胁。在环境保护

方面，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清洁能源，我国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充分发展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对于减弱污染气体的排放等各种环境改善有着巨大的帮助。 

3.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导致我国人均占有的资源量相对较少，而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对其发

展的战略地位尚不明确，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规划与发展路线还没有具体政策，政府对其发展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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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能力也相对缺乏，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应当加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与认识，对重要提出

的发展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与管理。 
完善合理管理机制也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项目与价格尚未完善，

比如风电由于税收的优惠政策的不到位落实，导致其赋税高于煤炭发电，这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与市

场非常不利。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建设较少，只加强了在边远地区的推广，经济效

益不高，需要为此做出调整。 
现阶段我国可再生能源的用技术仍然有待提高，相关的设备制造能力偏低，技术设备也不完善，对

于有些关键的技术与设备做不到自主研发，没有成规模制造的大型工厂，小规模的分散生产导致其相关

产品质量不过关，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与推广有较大的障碍。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管理机制不完善也是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面对的问题，国家对

于可再生能源的优惠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所欠缺，支持力度仍然较低，面对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的化石能源

产业，缺乏支持其发展的奖励优惠政策使其难以构成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系，很难长期发展下去。 

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各个政府与机构在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应用上，首先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与认识，在具体的实

施与推广的过程中，要在结合实际因素的前提下制定好整体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切实有效的落实项目实

行，提高产业发展，并确保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性。比如我国农村数量仍然偏多，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过

程中，通过政府的参与，发挥政府的职能，根据具体的资源状况，将可再生能源与农村能源发展相结合，

这样既能够满足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又能够提升农村生活的质量，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 
在完善可再生能源应用的规划的同时，还要注重科研方面的发展，当前技术对再生能源的控制与转

换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太阳能的实际转换率、风能面对气候环境的应对能力等等，可再生

资源自身收到的欢迎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科研方面应当加大投入力度，争取突破技术

难题，并加强科研成果的实践能力，将科研技术转化为实际效益。其次是要加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加

强国际间的合作关系，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起点。同时需要健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体系，在服务

与市场方面接触不该有的障碍，建立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 

5. 结语 

我国在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还有着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与传统的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

系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面临着市场竞争、技术与管理方面的缺失等问题，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对于传

统的能源结构系统的革新，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广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长期的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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