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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99 2年联合国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后
,

中国政府

提出了对环境与发展采取的10 条对策和措施
,

明确要
“

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
、

风能
、

地热能
、

潮汐

能
、

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 。

在最近制定的
“

中国21 世

纪议程
”

报告中
,

再次强调了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
。

从未来能源的发展战略来看
,

人类必须寻求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道路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环境

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
,

既是近期急需的补充能源
,

又是未来能源结构的基础
。

对中国来说
,

尤为如此
。

中国有 9 亿农村人口
,

迄今尚有1
.

2亿人口没用上电 ,

5一8 % 的人口未解决清洁饮水
:

约8 0 00万人 口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
。

由于农村能源短缺
,

利用水平低
,

造成

森林过度樵采
,

植被破坏
,

生态环境恶化
,

严重阻碍

了农村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
。

因地制宜
,

大力开发

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特别是为缺电或无电的边

远偏僻和海岛等地区提供生产
、

生活用电
,

对于促进

这些地区脱贫致富
,

使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

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
,

在
“

因 地 制

宜
,

多能互补
,

综合利用
,

讲求效益
”

的方针指导下
,

经过多年的努力
,

目前各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 (主

要是生物质能源 )年提供约 3 亿吨标准煤
。

白80 年代

初以来
,

中国政府就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

发
、

试点示范
、

推广应用及产业化等方面的项 目列人了

国家与地方的科技
、

经济计划
,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

展
,

国家科委
、

国家经贸委
、

国家计委共同组织编写

了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 (1 99 6一 20 10)
,

这必将对中国的经济
、

社会和环境持续协调发展起到

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

一
、

现 状

中国具有丰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
:

水能

可开发资源为3
.

78亿kw
,

目前已开发利用 11 % , 生物

质能资源
,

包括农作物秸秆
、

薪柴和各种有机废物
,

利

用量占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 70 %
;

在约 600 万平方公里

的国上上
,

太阳能年总辐射量超过60 亿焦耳 / 平方米
,

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 风能资源总量约为1 6亿k w
,

其中

约 10 %可供开发利用
;
地热资源尚待继续勘探

,

目前

已探明的地热储量约为4 62 6亿吨标准煤
,

现已利用的

仅约十万分之一
;

中国海洋能资源亦十分丰富
,

其中

可开发的潮汐能就有2 0 0 0万k w 以上
。

近2 0年来
,

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有很大发展
,

已经成为现实能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
。

目前各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年提供约 3 亿多

吨标准煤(其中大部分是生物质能
,

在目前的商品能源

统计数字中并未计入 )
。

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和 满

足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生活的能源需求起到了重

要作用
,

主要表现在
:

(l) 小水电开发和利用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
。

到

19 93 年底
,

全国运行中的小水电站达 6 万多座
,

目前

全国g7 %的乡
、

g2 %的村和87 % 的农户通了电 ; 小水

电作为一种有效的农村能源
,

在实现中国农村电气化

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2 ) 薪炭林建设和薪材能源开发取得 了 显 著 进

展
。 “

六
·

五
“

以来的13 年中
,

全国营造薪炭林 4 72 万

多公顷
、

使我国薪炭林总面积达到 540 万公顷
。

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又有新的发展
。

全国一半以上

的农户普及了高效率节柴灶
,

每年可以节约 1 /3 到 l/2

的燃料消耗
;

全国5 25 万个沼气池年产气 12 佑多立方

来 , 大中型沼气工程100 澎以上的有6 00 多处
;

集中供

气已达 8
.

4万户
,

沼气综合利用与生态农业和 农村持

续发展紧密结合
。

近年来
,

为了进一步改进生物质能

的利用技术
,

提高利用效率
,

还开展了把秸秆等农林

废弃物转换为优质气体
、

液化燃料等新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
.

并已建成一些示范工程
。

(3 ) 太阳能的利用技术进人新的 发 展 阶 段
。

据

19 93年不完全统计
,

全国已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25 0 万

平方米
,

被动式太阳房 180 万平方米
,

太阳能农作物温

室34
.

2万公顷 太阳灶 14 万台
,

太阳能干燥器 13 2 00平

方米
。

中国口前太阳电池主要用于通信系统和边远无

电地区 年销售约 1
.

2 M W p
。

中国迄今尚有28 个无电

县
,

30 写的村镇
,

大约2 40 0万户
,

40 0多个住人岛屿无

电
,

总计约 1
.

2 亿人口未用上电
,

对解决这些边远偏

僻地区的供电问题
,

光伏发电已经并将更有效地发挥



作用
。

在太阳电池研究方面
,

实用型单晶硅电池效率

达 12 一14 %
,

多晶硅电池为10 一13 %
,

非晶硅电池为

6一8%
。

(4 ) 风能开发利用继续发展
。

中国风力发电总装

机容量达 2
.

6万kw
。

8 0年代以来
,

5 0W至 30 0W 的微

型风力发电机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
,

目前约

有 12 万余台在内蒙
、

新疆
、

青海等收区草原和沿海无

电网地区运行
,

解决了渔
、

牧民看电视和照明问题
。

一 12 OkW 中
、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达到小批量生 产阶

段
,

目前正在研制Z G o kW 的风力发电机组
。

已建成 5

个风电场
,

并网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
.

4万kw
,

有 14 个

风电场正在建设当中
。

(5 ) 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有了

一定的发展
。

我国地热资源现已利用的相当于 4 00 万

吨标准煤
。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西藏的地热开发利用
,

羊

八井地热电站现有装机总容量 2
.

5万kw
,

年发电量达

叶00 万 kw h
,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地热电站
。

我国海泽

能开发利用方面
,

目前已建有潮汐发电站总装机容量

5 03 0 kw
,

年发电量 1 02 1万 kw h , 波浪发电试验电站

也在建设之中
。

氢能等极有应用前景的新能源技术开

发尚处于实验室试验研究阶段
。

二
、

目标和任务

1
.

目 标

今后 15 年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 总 目标

是
:

提高转换效率
,

降低生产成本
,

增大在能源结构

中所占比例
;

新技术
、

新工艺有大的突破
,

已成熟的

技术要实现大规模
、

现代化生产
,

形成比较完善的生

产体系和服务体系
,

为保护环境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

这个 目标可分为两个阶段实施
,

即
:

第一阶段
,

从现在起至2 0 00年
,

通过强化科技研

制和试点示范工作
,

使多数新能源技术接近或赶上 目

前世界先进水平
,

其中一些成熟的实用技术
,

要尽快

形成产业
,

扩大应用
,

进入市场 ; 逐步改变生物质传

统的低效利用方式
,

发挥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作用
,

为解决边远和海岛等无电地区的用

电间题作出贡献
。

第二阶段
,

从 20 01 年至 2 0 10 年
,

全面推广应用新

能源技术
,

建立起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

系
,

主要技术项 目基本上都要求达到规模生产水平
。

2
.

任 务

为了实现上述 目标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 10 年间
,

选择一批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大价值的

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开发
,

其工作重点是加强这些技术

的试点示范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
,

促进产业形成
,

尽快实现商品化生产和推广应用
。

工作的主要方面是
:

. 研究开发高产和多功能的薪炭林树种及栽培工

艺技术和速生林营造技术
,

建设商品性薪炭林基地
,

重点放在农民缺柴
、

水土流失严重和有条件发展薪炭

林的地区
。

. 加速农村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更新换代
,

发展

高效的直接燃烧技术
,

致密固化成型
、

气化和液化技

术
,

形成和完善产业服务体系 , 利用农村 及 城镇酒

厂
、

糖厂和畜禽养殖场的有机废弃物
,

发展沼气
,

使

之转化为高品位能源
,

并开展缭合利用
,

提高利用价

值 ; 使全国沼气的总用户 (含集中供气户) 2 0 00 年和

2 0 1 0年分别达7 55 万户和 12 3 5万户
,

沼气供应量分别达

到2 2
.

6亿m 3

和4 0亿m , 。

. 加快小水能资源的开发
,

2 0 00年和 2 0 10 年小水

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19 85万kw 和 2 78 8万kw
,

发电量分别为744和 1 170亿kw h
。

. 扩大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

把推广应用节能型太

阳能建筑
、

太阳能热水器和光伏发电系统作为重点来

抓
。

太阳能建筑和太阳能热水器等要形成规模生产
,

完善产业体系
,

进一步拓宽市场
。

特别要在太阳电池

组件和配套关键技术装备方面努力
,

降低系统造价
,

在20 0 0年前完成西藏 9 个无电县独立光伏 电 站 的 建

设
,

大力推广应用小功率光伏系统
,

建立分散型和集

中型兆瓦级联网光伏示范性电站
。

. 继续抓好小风机生产
、

销瞥服务工作
,

同时下

大力气提高大型风机的设计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
,

加

速国产化进程
,

集中力量开发 20 o kw 以上风力机
、

风

力田控制和管理系统
,

加强和完善风力田规划选点和

勘察设计工作
,

建造若干个大型风力田
。

. 在继续抓好西藏地热电站的同时积极开发其他

有高温热储地区的资源
,

采用热泵等新技术
,

解决好

地热腐蚀
、

防垢和回灌问题
,

进一步扩大地热直接利

用和发电规模
。

. 潮汐能的开发重点以浙江和福建等地区为主
,

2 00 0年以前开展低水头
、

大流量万千瓦级的全贯流机

组及海工技术的试验和研究
,

开发能力达到 5万kw
;

20 1 0年争取建成3 0万kw 实用型电站
。

. 加快氢能制取
、

贮存和利用装置的开发步伐
,

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

2 0 10 年建成具有商业意义的太阳

能
一

氢能系统和煤化学制氢装置
。

. 加强城乡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的有机废弃物再生

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

2 0 0 0年稻壳发电
、

木屑发电
、

蔗渣发电和垃圾发电的装机容量要求 超过 5万kw
,

2 0 10年达到3 0万kw
。



扬州市沼气发展史

仓金夫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
,

扬州市就开始利用沼气
。

当时不叫沼气
,

而叫瓦斯
,

沼气池叫瓦斯库
。

据资料

记载
:

当时扬州市施汉文先生
,

为了减少煤油进口和

解决民众燃料问题
,

与当地爱国人士一起热心研究推

广应用招气问题
,

切望普及社会
,

解除民众之苦
。

于

19 33年冬
,

自费去上海小西门蓬莱国货市场内
“

中华

国瑞瓦斯总行
”

学习瓦斯 (沼气)技术
。

19 34年春结业回

扬州
,

先在自己家中修建一个容积为10 立方米的沼气

池
,

还招收学徒工
,

开办了瓦斯分公司
。

后来又在泰

县 (现姜堰市)胡原泰茶叶店修建一个 10立方米长方形

沼气池
,

用厕所粪便和茶叶下脚料
、

杂草作为沼气发
忿

酵原料
,

前后 10 多间房子都用沼气灯照明(群众 叫 臭

灯)
,

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

参观者络绎不绝
。

接着

他又在南通等地杂货店和住宅共修建 4 个共 48立方米

的沼气池
,

并销售建池用水泥
、

钢材
、

灯
、

炉具
、

胶

管
、

开关等配套材料
。

采用青杂草和人粪便等废弃物

作为发酵原料
,

生产的沼气供商店点灯照明
,

这在当

地是第一次用上商品天然瓦斯灯
。

当时修建的 12 立方

米沼气池
,

均以钢筋
、

混凝土浇注
,

池型合理
、

整体

性强
,

池体强度高
,

池壁较厚
,

施工精细
,

不漏气
,

各种材料全靠进口
,

造价昂贵
,

每个沼气池约需60 0美

元
。

后因抗 日战争爆发沼气推广工作也就中止了
。

新中国成立后
,

19 58年扬州地区在大搞工具改革

时
,

泰兴县永安洲公社
,

由于农村严重缺柴
,

出现了

捕捉浅底层天然沼气当燃料的做法
。

群众从河港
、

沟

塘里用 2一3米空心竹管或铁管插进冒气饱的地方
,

就

可捕捉到夭然沼气
,

用于烧水
、

煮饭
、

炒菜
、

点灯
。

到

196 2年
,

全地区在泰兴
、

清江
、

江都
、

邢江
、

仪征等

沿江一带
,

先后推广捕捉天然沼气点2 00 0多处
。

后因

捕捉天然沼气的沟塘离住宅较远
,

投资大
,

用材多
,

也就停止了推广
。

但近几年来
,

沿江一带的江都嘶马
、

中闸等乡镇
,

还经常发现地下浅底层天然沼气
。

198 9

年 8 月 3 日
,

嘶马镇圣容村村民孙为富
,

请来打井队

打井
,

当打到 2 米左右深时从钻井内喷出泥沙
、

水
、

气体混合物
,

点燃后不停地燃烧
,

孙为富为了控制气

量用混凝土封住井 口
,

插人一根长 15 厘米
、

直径 2 厘

米的铁管
,

放上铁锅
,

可用于烧饭
、

点灯
。

象这样的

天然沼气当地就有2一3处
。

19 74年
,

扬州地区掀起了人工制取沼气的热潮
,

到 19 79年
,

全区共建农户沼气池 9 万多个
,

由于池型

不合理
,

建池技术差
,

管理不善
,

使用一段时间后出

现不少病态池
,

经普查报废了50 %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从原来大办沼气转向稳步发

展
,

对扬州市沼气建设进行了科学规划
,

确定了
“

建管

(下转第21 页)

三
、

对策和措施

1
.

提高认识
,

加强领导

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关系到中国生态环境的

改善和全国能源的供需平衡
,

对解决中国城乡
,

特别

是广大边远地区的能源供应问题具有特殊 重 要 的 作

用
。

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提高对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把推进其开发利

用作为一项基本的能源政策
,

切实加强领导
,

把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纳入到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之

中
。

2
.

制定优惠政策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

的事业
。

目前大多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处于发

展的初期
,

产业规模小而获益能力低
。

因此
,

必须得

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保护
。

制定有利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是国家扶

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最有力的支持
。

增加财政资助和投资力度
。

一定要从全局的长远

的利益出发增加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科研
、

技术

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的财政资助和投资力度
,

保证必须

的资金投入
,

及时到位
,

加速产品工艺技术的突破和

4

系统开发的过程
。

加大信贷规模
,

提供低息贷款
。

要比常规能源发

展有更具体的优惠的投资政策
,

加大产业化建设和服

务体系的信贷规模
。

同时加强宣传
,

调动各方面投资

热情
,

扩大资金渠道
,

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

3
.

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科研和示范

国家将研究和制定 199 6年到2 0 10 年的科技发展规

划
,

并据此制定
“

九
·

五
”

计划
,

集中资金
、

集中力量

支持优先发展项目
,

加强科研示范和产业化的衔接
,

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4
.

加强产业化建设

国家在投资
、

价格和税收等方面要有计划
、

有步

骤地支持一批新能源骨干企业的发展
,

建立有规模生

产能力的产业体系
,

使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生

产成本
,

扩大销路
。

建立国家级的质量监测系统
。

5
.

开展国际合作
,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资金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当今国际上的一

大热点
、

继续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的

技术路线
,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

进一步拓宽合

作领域
,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

提倡

双边的
、

多边的合作研究及合作生产
。

加强人员
、

技

术和信息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