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实践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实践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实践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实践

任东明任东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20132013年年55月月2121日日

11

20132013年年55月月2121日日

主要内容

可再生能源规划背景1

2 我们制定的规划2

配套政策制定3

规划实施效果综述4 规划实施效果综述4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ERI



可再生能源规划背景可再生能源规划背景可再生能源规划背景可再生能源规划背景

33

能源供需状况能源供需状况
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加速增长，能源供应压力加大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加速增长，能源供应压力加大

第 个第 个1010亿吨亿吨 19501950 19901990 用了用了4040年的时间年的时间第一个第一个1010亿吨，亿吨，19501950--19901990，用了，用了4040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二个第二个1010亿吨，亿吨，19901990--20042004，只有，只有1414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三个第三个1010亿吨，亿吨，20042004--20102010，只有，只有66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一个第一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19491949--19871987，用了，用了3838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二个第二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19871987--19951995，用了，用了88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三个第三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19951995--20002000，用了，用了55年的时间年的时间第三个第三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19951995 20002000，用了，用了55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四个第四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20002000--2004,2004,用了用了44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第五个第五个11亿千瓦装机，亿千瓦装机，20042004--20052005，用了，用了11年时间，年时间，

以后两年 每年装机以后两年 每年装机11亿千瓦时亿千瓦时以后两年，每年装机以后两年，每年装机11亿千瓦时。亿千瓦时。

汽车和住房所引发的直接能源消费增长刚刚显现。汽车和住房所引发的直接能源消费增长刚刚显现。

20122012年底：电力装机由年底：电力装机由7.27.2亿千瓦增长到亿千瓦增长到11.411.4亿千瓦。天然气用气亿千瓦。天然气用气
量由量由705705亿立方米增长到亿立方米增长到15001500亿立方米 水电新增亿立方米 水电新增11亿千瓦 达到亿千瓦 达到2 492 49量由量由705705亿立方米增长到亿立方米增长到15001500亿立方米。水电新增亿立方米。水电新增11亿千瓦，达到亿千瓦，达到2.492.49
亿。风电由亿。风电由500500万，增加到万，增加到63006300万千瓦，年发电万千瓦，年发电10001000亿千瓦。光伏由亿千瓦。光伏由
基本空白增加到基本空白增加到700700万千瓦。核电在建机组万千瓦。核电在建机组3030台，台，32733273万千瓦。建成万千瓦。建成11
亿千瓦热电联产机项目 改善了亿千瓦热电联产机项目 改善了70007000多万城镇人口供暖条件 人均生多万城镇人口供暖条件 人均生亿千瓦热电联产机项目，改善了亿千瓦热电联产机项目，改善了70007000多万城镇人口供暖条件。人均生多万城镇人口供暖条件。人均生
活用电由活用电由273273度，提高到度，提高到466466度度



能源供应前景堪忧能源供应前景堪忧能源供应前景堪忧能源供应前景堪忧

资 总 均占有 低 资 总 的– 能源资源总量少，人均占有量低，能源资源总量约为世界的10%.

– 优质资源少，保证程度低，煤炭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不足100年；石油

1

2 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不足15年；天然气剩余储量的保证程度不足30年。2

必须指出，能源资源保证程度是以目前能

源消费量计算的 若按照2020年能源需源消费量计算的，若按照2020年能源需

求预测量估算的话，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的资源保证程度，还会下降。的资源保证程度，还会下降。

环境污染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环境压力
 

过去20多年 二氧化

a) 1983 年酸雨分布 b) 1990 年代初酸雨分布

过去20多年，二氧化
硫

排放量增加了近一倍，) 年酸雨分布

酸雨面积也随之扩大

世界银行估计， 2020年中国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和健康损失，将达到GDP总量的

c) 2000 年酸雨分布 d) 2005 年酸雨分布 

13%。



新的发展目标

发展仍是未来的主要任务

2020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发展仍是未来的主要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35年
基本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速度加速阶段基本结束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束

•高耗能产品大幅度下降

年2050年
经济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生活舒适
•交通便利
•碧水蓝天

发展新能源是大势所趋

实施三个替代的能源战略：实施三个替代的能源战略：实施 个替代的能源战略实施 个替代的能源战略
––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世界范围内新能源规世界范围内新能源规
模化替代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模化替代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模化替代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模化替代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
用用

––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一是国际优势资一是国际优势资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 是国际优势资是国际优势资
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
国内劣势资源国内劣势资源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发展，是能源领域的 新一轮国际竞争，未的发展，是能源领域的 新一轮国际竞争，未
来谁掌握 再生能 的装备技术 谁就拥有来谁掌握 再生能 的装备技术 谁就拥有来谁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装备技术，谁就拥有来谁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装备技术，谁就拥有
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动权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动权

2013-7-10 8



替代能源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替代能源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

实施三个替代的能源战略：实施三个替代的能源战略：
––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世界范围内新能源规模化替代世界范围内新能源规模化替代

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 然气 发利用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 然气 发利用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用传统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天然气开发利用

––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以优势资源替代劣势资源————一是国际优势资源替代国一是国际优势资源替代国
内劣势资源 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内劣势资源 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内劣势资源，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内劣势资源，二是国内优势资源替代国内劣势资源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是能源领域的 新一轮国际竞争，未来谁掌握了可再生是能源领域的 新一轮国际竞争，未来谁掌握了可再生是能源领域的 新 轮国际竞争，未来谁掌握了可再生是能源领域的 新 轮国际竞争，未来谁掌握了可再生
能源的装备技术，谁就拥有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能源的装备技术，谁就拥有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
动权动权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
水力发电——水力发电

水力资源蕴藏量丰富，经济可开发总量水力资源蕴藏量丰富，经济可开发总量44亿千瓦，居世界亿千瓦，居世界

20132013--77--1010 CREDCRED 1010

首位，且分布广泛。水电装机容量突破首位，且分布广泛。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1亿千瓦。亿千瓦。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
——太阳能——太阳能

太阳能资源丰富太阳能资源丰富，
2/3陆地年日照超过
2200小时 年辐射2200小时，年辐射
量平均5000兆焦/平
方米 相当于170千方米，相当于170千
克标准煤的热量。
（沙漠太阳能基（沙漠太阳能基
地？）

20132013--77--1010 CREDCRED 1111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
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能资源：生物质能资源：66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
年，估计年，估计20202020年可以达到年可以达到88--10 10 
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年年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年年

农作物秸秆：农作物秸秆：1.51.5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年年

禽畜养殖和工业有机废水：禽畜养殖和工业有机废水：800800禽畜养殖和工业有机废水：禽畜养殖和工业有机废水：800800
亿立方米沼气，亿立方米沼气，6000600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

薪柴、森林、木材废弃物薪柴、森林、木材废弃物: 2: 2亿吨亿吨
标准煤标准煤//年年 玉米木薯标准煤标准煤//年年

城市生活垃圾：城市生活垃圾：1500150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
年年

玉米木薯

能源作物：油菜籽、甜高梁、木能源作物：油菜籽、甜高梁、木
薯等薯等

20132013--77--1010 CREDCRED 1212



可再生能源规划制定可再生能源规划制定可再生能源规划制定可再生能源规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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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法律依据

1、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促进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促进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2、2003年8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负责立法的起草工作革委员会负责立法的起草工作。

3、2004年7月，完成草案， 征求意见稿发给各省市
区和主要部门 改“开发利用促进法”为“可再生能区和主要部门，改“开发利用促进法”为“可再生能
源法”。

4、2004年10月27-28日，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讨论。

5、2005年2月28日，立法获得人大通过。、 年 月 日， 法获得人大通过

6、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

7 相关细则已经出台

20132013--77--1010 1414

7、相关细则已经出台。



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法律依据

基本原则：通过国外考察提出四个“结合”基本原则 通过国外考察提出四个 结合
国家责任和全民义务、政府推动和市场引导、

当前需要和长远发展、国内实践和国际经验

主要内容：在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核心内容是：
总量目标制度总量目标制度

强制上网制度
分类电价制度分类 价制度
费用分摊制度
专项资金制度
信贷税收政策信贷税收政策
原则性和指导性的法律要制定配套细则才能操作

20132013--77--1010 1515

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法律依据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全额保障性收购全额保障性收购
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发展有序、发
展节奏

求 确 企 力企
基金基金

要求明确电网企业和电力企业职责

要求明确违法责任

催生新的发展机制
实施资源定价机制，分区定价。

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保证资金足额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保证资金足额，
高效

实施配额制，产业配置合理，以最小代价开
发最优资源发最优资源



可再生能源规划可再生能源规划

为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确定的总量目标制度，国家能源局制定了以下规划：

2007年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8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

2012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风电发展“十二五”规年 再 能 发展十 发展 十
划》、《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
划》和《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四个专项规划。对各类可再生
能源技术发展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能源技术发展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

此外，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将新能源产业（含核电技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列为了重点发
展方向及主要任务，并给出了可再生能源三大产业（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的发展路线图。

可再生能源规划可再生能源规划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

2010年 2020年 2010年

水 电 1.9  亿千瓦 3 亿千瓦 水 电 1.9  亿千瓦

生物质发电
550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
550  万千瓦 3000  万千瓦

燃料乙醇
200  万吨 1000  万吨

生物质发电

燃料乙醇
300  万吨

燃料乙醇

生物柴油
20   万吨 200   万吨 生物柴油

20   万吨

风 电
500  万千瓦 3000  万千瓦

太阳发电 万千瓦 万千瓦

风 电 1000 万千瓦

太阳发电 30  万千瓦 180  万千瓦 太阳发电 30  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22
十二五总体目标十二五总体目标

11
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22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规模，显著提高比重规模，显著提高比重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33
完善产业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完善产业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

33

1919

十二五主要指标十二五主要指标

总量目标总量目标 到到 年年 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总量目标总量目标。。到到20152015年年，，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

用量达到用量达到33..99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用量达到用量达到33..99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

到到99..55%%以上以上

加上核能加上核能40004000万千瓦万千瓦（（8600860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非非

化 能源合化 能源合 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 在能源消费中的在能源消费中的化石能源合计化石能源合计44..7676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达到重达到1111..77%%。。““十二五十二五””规划目标为规划目标为1111..44%%重达到重达到1111..77%%。。 十二五十二五 规划目标为规划目标为1111..44%%

2020



分技术目标分技术目标
水水 水水 年年 水 装水 装 千千 含抽水蓄能含抽水蓄能 千千水电：水电：水电：水电：到到20152015年年，，水电装机水电装机22..99亿千瓦亿千瓦（（含抽水蓄能含抽水蓄能30003000万千万千

瓦瓦）），，发电量发电量91009100亿千瓦时亿千瓦时，，折合折合33亿吨标准煤亿吨标准煤

风电风电：到：到20152015年年，，风电装机风电装机11亿千瓦亿千瓦，，年发电量年发电量19001900亿千瓦时亿千瓦时，，占占

部部全部发电量的全部发电量的33%%，，约约6000600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

太阳能：太阳能：到到20152015年年，，发电装机发电装机21002100万千瓦万千瓦（（原目标：原目标：500500--10001000--太阳能：太阳能：到到20152015年年，，发电装机发电装机21002100万千瓦万千瓦（（原目标：原目标：500500 10001000

15001500--21002100万千瓦万千瓦，，是当初的是当初的44倍多倍多））。。热水器集热面积热水器集热面积44亿平方亿平方

米米。。 年能源贡献量年能源贡献量5360536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810810++太阳能热太阳能热

水器水器45504550））

生物质能：生物质能：到到20152015年年，，各类生物质能总利用量各类生物质能总利用量52005200万吨标准煤万吨标准煤。。发发

电装机：电装机：13001300万千瓦万千瓦，，成型燃料：成型燃料：10001000万吨万吨，，液体燃料：液体燃料：500500万万

吨吨，，生物燃气：生物燃气：220220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2121

重点工程重点工程重点 程重点 程

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大型水电基地建设
工程工程

大型风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

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太阳能电站基地建设
工程工程

大型风电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基地建设
工程工程 生物燃料替代工程生物燃料替代工程

新能源城市示范工程新能源城市示范工程

海上风电海上风电

建设工程建设工程
绿色能源绿色能源

示范县建设示范县建设

新能源微网新能源微网

示范工程示范工程

2222



保证规划目标实现的政策保证规划目标实现的政策保证规划目标实现的政策保证规划目标实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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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

国家发改委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
分摊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7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
定》的通知，发改能源[2006]13号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发改能源[2005]2517号）《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发改能源[2005]251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电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6］2006年6月30日［ 006］ 006年6月30日
《关于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2006.11.13）
开展了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评价等技术规范制订工作开展了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评价等技术规范制订工作

制定了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

……………………



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
财政部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

《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关 发 生物能 生物化 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

《关于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2006.11.13）
《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6.9.4)
《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8.8.21)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
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的通知 财税〔2008〕117号（2008.8.2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8]47号（2008.9.27）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8]156号（2008.12.9）
《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2009.3.23)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 3 23)《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3.23)

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法规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法规

国家林业局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

林业生物质资源调查。完成《全国林业废弃物资源和能源林资源现状
概要报告》

编制了《全国能源林建设规划》《林业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十一五”编制了《全国能源林建设规划》《林业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 十 五
建设方案》《十一五能源林培育利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初步确定
到2020年，培育能源林2亿亩，以满足600万吨生物柴油需求和装机
容量1500万千瓦年发电原料的供应容量1500万千瓦年发电原料的供应。

加强对林业生物质能源研究开发工作。资源调查基础上，完成20多个
优良品种选育，并已规模化种植。

推动林业生物质利用与产业化。于2007年1月，与中石油天然气股份
公司签署合作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框架协议。启动小桐子、黄连木、
光皮树和文冠果4个油料树种的92万亩原料林基地建设光皮树和文冠果4个油料树种的92万亩原料林基地建设。

与财政部发改委等5部门发布《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政
策的实施意见》



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

农业部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

把RE开发作为农民科学素质行动2006年专题。对1800万沼气用户开展安全教育。

推进农村能源法规建设。甘肃、河北、安徽、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浙江
等8省制定了农村能源建设条例（办法）

制定发布《全国农村沼气建设工程规划》制定发布《全国农村沼气建设工程规划》

建设部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

《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6 9 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6.9.4)
《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管理的通知》

国家质检总局落实《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情况：实

加强生产许可管理。通过发生产许可证，确保与RE生产相关的产品质量安全。

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对太阳能、地热能民用产品进行抽检。

加快标准修订 建立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 《风力发电机组 通用技术推进》等8加快标准修订，建立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风力发电机组：通用技术推进》等8
项相关标准全部修订完成。批准发布《太阳能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等多项国家
标准。

积极推动认证工作 帮助企业自主创新 通过太阳能热水器认证 颁发“金太阳”积极推动认证工作，帮助企业自主创新。通过太阳能热水器认证，颁发“金太阳”
标志。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

目标考核制度目标考核制度

明确各省和大型能源企业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要求明确各省和大型能源企业发展可再生能源目标要求

地方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可再生能源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可再生能源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大型能源生产和消费企业要承担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社会

责任责任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建立责任考核和信息披露制度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建立责任考核和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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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政策措施政策措施政策措施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

制定电网企业年度收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额度

规定大型发电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比例规定大型发电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比例

提出各省（区 市）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指标提出各省（区、市）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指标

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交易制度

2929

政策措施政策措施

可再生能源补贴和财税政策可再生能源补贴和财税政策

政策措施政策措施

可再生能源补贴和财税政策可再生能源补贴和财税政策
建立健全反映资源稀缺及环境外部损害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政策补贴机制

在可再生能源集中开发地区和微电网示范区，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与用

电户的直接交易

全面落实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财税政策及可再生能源集中供热、供气

和液体燃料的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和液体燃料的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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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

健全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健全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

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

健全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健全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

建立国家 地方 企业多层次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多层次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体系

设立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建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研发设立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建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研发

机构，鼓励具有优势的地方政府建立技术创新基地，支

持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发和创新中心

完善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制度 健全各项技术质量管理完善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制度，健全各项技术质量管理

制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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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十 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

加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加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建立部际协调机制 统筹可再生能源建设规模 区域建立部际协调机制，统筹可再生能源建设规模、区域

布局、电力 通道建设和市场消纳等工作

综合制定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配额等产业支持政策

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力建设运行及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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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效果综述规划实施效果综述

3333

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2005-2012）
总体上呈平稳增长态势总体上呈平稳增长态势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亿吨标煤）

可再生能源占 次能源消费量比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比例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比例

9 53% 9 28%

11.30%

7 99% 7 93%
8.90% 8.52%

10.31%7.79% 7.45% 7.69%
8.76% 8.67%

9.53% 9.28%

7.02% 6.73% 6.95%
7.99% 7.93%

1 67 1 76 1 97 2 35 2 46 2 93 3 00 3 781.67 1.76 1.97 2.35 2.46 2.93 3.00 3.78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万千瓦）

装机总量比较：风
电逐渐成长为继水
电之后 装机容量电之后，装机容量
位居第二的可再生
能源技术。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地热海洋发电 2.5 2.5 2.5 2.81 2.81 2.81 3.02 3.02

能源技术。

太阳能发电(并网） 0 0 0 0 3 26 222 328

生物质发电 200 250 300 327 460 550 700 800

并网风力发电 106 207 420 839 1760 2958 4623 6083并网风力发电 106 207 420 839 1760 2958 4623 6083

水电 11739 13029 14823 17260 19629 21606 23298 24890

合计 12048 13489 15546 18429 21855 25143 28846 32104 

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年增长率% 12 0% 15 3% 18 5% 18 6% 15 0% 14 7% 11 3%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年增长率% 12.0% 15.3% 18.5% 18.6% 15.0% 14.7% 11.3%

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总装机量

比例
23.3% 21.6% 21.6% 23.3% 25.0% 26.0% 27.3% 28.1%

中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量（万千瓦）

每年新增装机容量每年新增装机容量
比较：风电是所有
可再生能源当中增
长 快长最快的发电形
式。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地热海洋发电 0 0 0.31 0 0 0.21 0

太阳能发电(并网） 0 0 0 0 23 196 106 

生物质发电 50 50 27 133 90 150 100

并网风力发电 101 213 419 921 1198 1665 1460

水电 1290 1794 2437 2369 1977 1692 1592水电 1290 1794 2437 2369 1977 1692 1592

合计 1441 2057 2883 3426 3288 3703 3258 

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量增长

率%
42.7% 40.2% 18.8% -4.0% 12.6% -12.0%

率%

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量占年

新增电力总装机比例
13.5% 21.8% 38.9% 41.9% 35.6% 41.4% 36.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亿千瓦时）

发电量比较 风电发电量比较：风电
是增长最快，最持
续，最具规模化和续，最具规模化和
商业化前景的可再
生能源。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地热海洋发电 1 1 1 1 1 1.46 1.46 1.46

太阳能发电(并网） 0 0 0 0 0 1 7 35

生物质发电 52 70 97 147 207 248 315 380

并网风力发电 16 28 57 131 276 494 741 1004并网风力发电 16 28 57 131 276 494 741 1004

水电 3964 4148 4714 5655 5717 6867 6681 8641

合计 4033 4247 4869 5934 6201 7611 7745 10061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增长率% 5 3% 14 7% 21 9% 4 5% 22 7% 1 8% 29 9%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增长率% 5.3% 14.7% 21.9% 4.5% 22.7% 1.8% 29.9%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

比例
16.1% 14.9% 14.9% 17.2% 16.8% 18.0% 16.4% 20.2%

制定和执行规划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规划出台滞后，产业发展往往大大超过规划目标的预期，产业实

际规模与规划目标经常发生较大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际规模与规划目标经常发生较大的偏离，在 定程度上降低了规

划目标的宏观指导效果；

中央和地方相关规划目标协调性不足 造成当各地多次出现盲目中央和地方相关规划目标协调性不足，造成当各地多次出现盲目

增大投资规模，出现了“圈风”、“圈水”、“圈秸秆”等恶性

竞争的发生，同时，产业生产能力盲目扩张，市场需求远远不能

吸纳过剩的产能。这在风电领域表现 为明显，地方政府更注重

风电装机规模，很少用上网电量考核风电场的绩效，结果导致了

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难、外送难、消纳难和补贴资金短缺的局面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难、外送难、消纳难和补贴资金短缺的局面

可见，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有序发展就必须强调规划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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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制定和执行规划的思路

提高规划出台的时效性。针对过去可再生能源规划在制定过程中

对目标的调整较多，审批程序较长问题，应加强相关部门的“事对目标的调整较多，审批程序较长问题，应加强相关部门的 事

前”协调，可预判规划制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规避，

这样就能缩短规划的制定周期 及时颁布规划这样就能缩短规划的制定周期，及时颁布规划；

对市场进行预测。针对规划目标制定的过低或者过高问题，应对

产业发展与国内外市场需求间的相互影响等方面做出科学分析与

预判，避免规划目标与实际市场偏离过大；

加强中央规划与地方规划的有效衔接。国家级规划应充分考虑的

规划目标的省级分解 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的协调与配合；规划目标的省级分解，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的协调与配合；

提高规划执行的强制性和严肃性。发展规划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

段 是根据相关法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规划 制定颁布 就

3939

段，是根据相关法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规划一旦制定颁布，就

应发挥其强制性和严肃性，相关部门需坚强检查监督以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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