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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继续坚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以可再生能源替代核电发展
,

保证 未来能源供应的可

持续发展和能源供应安全是德国近期能源战略的选择
。

本文介绍德国至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 以及风 电产业快速发展 的主要经验
,

以推动我 国可再 生能源战略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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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加 快本 国 的能源

产业发展
,

以缓解能源供应紧张

的形势
,

应对未来不可再生能资

源储量减少的必然趋势
,

是各国

政府 以及 能源 经 济研 究者共 同

关注的问题
。

德国是世界上风 能

产业发展最早
、

最快的国家
。

本

文介绍德国如何制定本 国 的能

源战略
,

采取 了哪些能源政策来

促进新 能源发展
,

并如何贯彻实

施的
。

德 国能源发展战略的

重 点在可 再生 能源

德 国 的能源供应 主 要依 靠

进 口
,

国内可供量仅 占其消费量

的 左右
。

目前能源消费结构

大致为 天然气占
,

褐煤和

石煤 占
,

石 油 占 仍是

最主要的能源
,

其他为核能和水

力发电
。

德 国对利用和发展核

电的争议仍在继 续
,

但以 可再 能

源替代核 电发展 的战略 占上 风

德国政府曾在 年生效

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
,

做出放弃

核能的决定
。

依据该法律
,

禁止

新建核电厂
,

现有核电厂正 常运

行限定在投产的 年内
,

计划到

年逐步关闭所有核电站
。

联

邦政府的目标是使能源从石 化时

代转向太阳能时代
,

提 出了以可

再生能源替代核能的方案
。

随着全球 气候变化对 能源

排放温室气体的要求
,

以及不断

增长的能源需求
,

各界对核能的

利用与发展有不 同的意见
,

仍在

争议之 中
。

对核电发展争议 的焦

点主 要仍担 心 的是未来核废料

的处理 问题和 对核 能使用过程

中潜在的核事故风 险问题
。

目前

德 国坚持不 改变终 止 核能发展

的法律
,

仍保持原有核电厂 在其

寿命期内的运行
,

但是坚决不容

许新建核电厂
。

对于退役的核电

容量
,

主张以可再生能源
,

主要

是风力发电来替代
,

并且开始研

究开发生物质 能源发 电
。

德 国 的能源研 究人 员普遍

认为
,

积极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

逐 步替 代不 可 再 生 能源 资源是

未来人 类利用 能源 的必然选择
。

这促进 了德 国企 业对 可再 生 能

源 的开发研 究
。

当前德 国主要的能源

发 展 战略 措 施 是提 高能 源 利 用

效 率
,

充 分 利 用 本 土 的 自然 资

源
,

特别是可再 生能源
,

保证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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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能 源供应 的可持续发展和 能

源供应 安 全

为 了落实 能源发 展 战略
,

德国 年生效的现行 《可再

生能源法 》设 定的目标是
,

到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

电 的比重应达到
。

在德国

政府 年 月初公布的包括

项政策法规在内的能源和气

候保护方案中又 进一 步提高了

此 目标值
。

公 布的主 要 的 目标

有 将清洁电能的使用率由目前

的 提高到 一 ,

将

热电联供的使用率提高到
。

方案中的 《可再生能源取暖法 》

还提出
,

至 年
,

建筑取暖

中使用太阳能
、

生物燃气
、

地热

等清洁能源比例由目前的 提

高到
。

目前
,

可再生能源工业正在

德国迅速发展
,

可再生能源占整

个德国能源消费的比重在逐年提

高
,

已由 年时的 提高

到 年的
。

发电行业中

使用 可再生能源所 占的比重在

年时已达到
。

推动德国风 电产业快

速发展的主要原 因

德 国是 当前世界上风 力发

电发展最先进的国家
。

风 电产业

是德 国可再生 能源产业 中最重

要的构成部分
。

分析归纳德国风

电的发展历程
,

其快速发展得益

于 以下 主要 因素
依靠政府的法律和相

关措施推行

在风电发展的初期 月 年
,

特别是在 年以后
,

风电产业

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要求电网公 司

必须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法

律推行
。

并且为了发展可再生能

源电力
,

采取 了相关硬性措施
,

以减小风力发电在小规模发展时

期的投资风险 依据风 电的成本

提高了电力的夏售价格
,

设定了

对风力发 电要支付的最低 固定

价格
,

为
。

因地制宜发展风电

虽然有法律要大力发展 可

再生能源
,

但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必须因地制宜
,

不能在全国各地

要求强制推行
。

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
,

企业的经济效益决定了风 电

场址
。

开发商主要依据风力
、

湿

度
、

盐度
、

海拔等条件选择风 电

场
,

当地政府积极配合
,

提高了

风 电的经济效益以及 示范效应
。

保险公 司对项 目的监

管机制提 高了风机质量

德 国 的机械产 品 品牌在全

球享有声誉
,

这与其产品的开发

与监管制度要求密不可分
。

在德国开发工业项 目
,

若从

银行贷款
,

首先需要保险公 司的

担保
。

保险公 司会对项 目提出相

关的质量要求
,

以保证保险公 司

的利益
,

这种市场运行机制有力

地促进了风电机组质量 的提高
。

高质量 的德 国风 电机组也

曾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

例如由

于风机的叶片折断
,

曾给风 电的

运 行商带来 了严 重 的经 济损失

现象发生后
,

保险公 司因此对制

造商提 出了加快改进风机轴承

与叶片的质量要求
,

改进了传动

装置 的制造技术
,

大大提高了风

机的使用寿命
。

风 电机组这一新

生产 品的整体质 量 决定于 风 力

发电机的每一 个元件质量
,

其每

个元件生产质量 的提高也 受益

于保险公 司对项 目的严格监 管

和要求
。

形成风电产业与风机

制造 业共 同发展 的 良性循 环

在政府积极推行风 电产业的

强制措施下
,

德 国风 电的相关产

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风力发

电机组设备制造能力显著提高
,

单机容量在增加
。

年德国只

能生产单机容量 的风电

机组
,

至 年已经达到了
。

风机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

又

促进了风 电产业发展
,

构成了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
。

通过对风机运行与 负

荷的预测
,

解决风 电机组 因气候

变化 运 行 不 稳 定给 电 网造 成 的

电力系统稳 定 问题

电力公司需要进行未来
、

以及 的预测
,

以保证第
二 天 以及 当 日每 小时的电力

供需平衡
。

预测结果公布
,

通过

欧盟 电力市场的销售环 节来调

节
,

达到电力供需平衡
,

保证 电

网运行安全
。

一般 日负荷调节通

过网络交易
,

日负荷调节通过电

话交易
。

为 了提高 电力系统 中各种

能源发电的公平竞争
,

减少对拥

有常规 能源发 电的电网公 司对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入 网障碍
,

德

国研 究人 员建议 应组建独立 于

风 电运 营商和风 电场 的国营性

质的风 电运营管理机构
,

以实现

各风 电场发电入 网的公 平竞争
。

便利 的数据收集系统是保
证 科研 与实践密切结合 的必要

研 究基础
。

在德国
,

不仅电力公

司 可 以方便地获得所 需要 的运

行数据
,

能源研 究人 员也可以从

计算机上方便地获取 当 日 自动

更新的能源信息
。

各研 究单位不

需要再 配 置人 员进行 数据 的收

集与录入工作
,

仅根据 自己的研

究需要
,

从相关网上搜寻数据
。

信息快速
、

数据详实是科研成果

得到实践应用的主要基础
,

实现

了科研 为实际生产服务的目的
。

未来能源价格变化与

实施低碳 环 保措 施 的趋 势有 利

于风 电 的发展

德 国对未来能源 的研 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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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显示
,

各种能源的价格虽然随

着市场供需形势有所波动
,

但是

从资源经济学角度分析
,

随着不

可再 生 能源资源储 量 的逐 年消

耗
,

必然会使能源价格在未来呈

现上 涨 的趋 势
。

即使可 再 生 能

源
,

包括风力发电的价格
,

虽然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

总体价格

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

但是因为制

造风 电设备的原料价格在上涨
,

海上风 电场安装距 离拉大 的要

求等因素影响
,

可能会造成风力

发 电价格 的小幅上 升
。

相对而

言
,

可再生能源发电还是具有竞

争潜力
。

年风力发电的成本为
,

平均上 网电价为

年以来由于风

电产业规模化
,

风力发电的成本

有所下降
,

为 硒叭
,

而其他

能源发 电由于燃料价格 的上 涨

和排污费用的提高 对于燃煤发

电需要征收
,

导致

了平均上网电价上升为 一

。

因此风力发电与常规能源

发电两者的差价已经由 年的

降到了 年的
,

这种价格差距 的缩小有利

于激发市场对风 电的投资热情
。

德国已开始在海边建巨型风

表 德国发电机组安装规划
单位

年度 总计 水电
天然气

发电

,

,

生物质

能源

地热

发电

内陆

风电

沿海

风电

太阳能

发电

资料来源
。

表 德国 年以来的 规划类能源 机组的发电

以及预测至 年的发电
单位 环叨

年度 总计 水电
天然气

发电

地热

发电

内陆 沿海

风电 风电

生物质

能源

,

太阳能

发电

资料来源

力发电设施
,

年已投入生产

阶段
。

但是为了减小对沿海景观

的破坏
,

现在要求海域的风 电场

要距离海岸线
,

这将增加

海域风 电场的投资成本
。

预测表

明
,

由于原材料涨价等原因
,

内

陆的风 电场造价将由 年的

增加到 年的

硒叭 而海域的风 电场造

价将大幅提高
,

由 年的

增加到 年的
,

几乎将近 倍
。

未来德国的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

目前德国的电力装机结构大

致为 风电 煤电 核

电
,

以及其他能源电力
。

表

中所列为德国电力公 司依据联邦

法律以及对市场的判断
,

预测德

国至 年规划发展的各类能

源新装机容量
。

注意其中没有煤

与核 电的新装机计划
。

此规划将

引导投资者对电力项 目的选择
。

从表 中可见
,

德国电力工

业 的发展 将主 要侧重 于发展风

力发电
,

风 电装机容量 占新增发

电装机容量的比重将由 年

的 增加到 年的 以

上
,

并且 以发展 海上 风 电场为

主
。

其次是继续发展太 阳能发

电
,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占新增

发 电装机容量 的比重基本保持

在 一 的水平
。

生物质

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 规 划增幅较

小
,

天然气
、

水电和地热发电受

资源限制
,

规划的装机容量增幅

也很小
。

随着风 电装机容量 的增

加
,

其他能源发电的比重均有所

下降
。

表 为规划中各类能源的发

电量变化趋势
,

从 中也可以看到

风力发电量的增幅最大
,

尤其是

沿海风 电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

借鉴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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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提到推动德国风 电

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

就是

我 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可 以借鉴

的经验
。

除此之外
,

还有以下几

点启发
。

法律
、

行政措施与市

场 密切 配合

市场经 济国家的经济发展

并不是完全依赖市场
,

而是政府

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

能源价格完

全依据市场的错求变动
,

能源供

应是私人企业化的商业行为
,

能

源企 业 的建设 与扩张发展 完全

是企业主 自己做主
。

虽然政府不

控制管理 能源项 目
,

只是通过公

布能源产业发展 的方针和规划
,

作为投资指南
,

仍可有力地控制

着能源产业的发展方 向
。

德 国可 再生 能源产业发展

见效快
,

充分体现了法律
、

行政

措施与市场密切配合的优越性
。

德国能源产业的建设
、

技改等项

目只藉要通过环保部门的审批
,

不再需要通过其他部门
,

即可立

项开工
。

所有企业的效益由企业

主 自己承 担
。

在法律为基 本原

则
、

环境政策领先的项 目审批制

度下
,

污染严重的企业就从源头

就被控制住了
,

而清洁能源发电

从法律上保证 电网必须收购
。

这

种建设 项 目的审批制度减少了

行政管理成本
,

加快了可再生能

源企业的新生发展
。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

电
,

需要在能源消费端提供发展

空 间

未来的能源发展趋 势就是

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尽可能地

减缓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速度
,

以

减少能源的消费量
。

德国为了减

少石 油等化石 能源 资源 的消费

量
,

减少碳排放量
,

实行各种可

行措施
。

例如
,

在交通道上划出

自行车专线鼓励居 民 出行利用

自行车
。

大都市车次频繁
、

换乘

便利的地面
、

地下电力轨道以及

公 交汽车相配合的公共交通模

式成为居民出行的首选
。

在能源利用 终端大力发展

利用电力的轨道交通工具
,

这一

战略措施有力地提供了在能源

供应端发展 可再生能源发电产

业的市场空间
。

税收调 节是德国促进

产业 发展规模化 的主要手段

利用税收实行管理 是市场

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管理手段
。

例

如
,

德国曾为鼓励发展天然气发

电
,

对不同容量
、

不 同运行小时

的机组制定了不 同的税收标准
,

机组容量越大
、

运 行小时数越

高
,

税收标准越低
,

甚至可以在

机组投产的前 年内免税
。

这种

税收调节机制
,

有利于大型机组

的投入
,

实现能源高效率
。

采用经 济手段 比采用 行政

手段 控制小机组发展 管理 成本

低
,

这个经验是提高我国各产业

规模化发展值得借鉴的
。

叫卜 州卜 叫卜 今 叫卜 叫卜 心 叫卜二心口 , 心 叫卜 闷月 月卜 侧卜 心 闷 一心 臼叫卜 叫卜 巾 叫卜甲闷卜 叫月 心 叫卜 心 , 月心 叫口 叫卜 叫卜 呼 啼 心 , 叫卜 心 叫卜 喊心 心 叫中 卜喇 叫卜 叫卜 叫卜 叫卜二扣 司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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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煤炭出 口 配额一度达到 亿
,

到 年下降为 万
,

年煤炭 出 口 配额将保持不 变或

继续减少
。

从 当前国际的经济形势看
,

金 融危机正 加速从局部发展 到

全球
,

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

市场经济体
,

从虚拟经济扩散到

实体经济
,

美国金 融危机对各国

经 济发 生 的影响和 危害作用 将

越来越清晰
。

银行业的破产引发

股票市场的幕跌
,

金 融
、

股票资

本市场的萧条冷落波及房地产
、

钢铁
、

汽车等一 系列行业
。

从 国

内角度看
,

在国际金 融危机外部

环境趋紧的影响下
,

中国经济下

行 的风 险增大
,

经济增速下滑 已

经 成为 当前一 个时期经 济运 行

的主要矛盾
。

经济发展放缓
,

必

然会影响到煤炭的供应和 需求
。

但这次煤炭市场的低迷 与

世纪 年代末的那轮低迷期

不 同
,

在前轮周期中
,

产量 占据

全 国半壁 江 山 的小煤矿遍地 开

花
,

无力应对需求萎缩后纷纷降

价倾销
,

造成市场上煤炭供给严

重过剩的局面
。

当前我国煤炭行

业并未重蹈
“

盲目生产
、

竞相倾

销 产 越大
、

价格越低
”

恶性

循环 的覆 辙
,

而 是清醒地 提 出
“

紧平衡
”

的供应思路
,

理性的

调节和保护市场
“

以效 以需定

销
,

以销以运定产
” ,

合理组 织

生产活动
,

维持煤矿正 常地采区

持续和采掘平衡
,

通过严格控制

总量
,

抑制价格持续下滑
。

本轮

国家 与企 业共 同行 动的限产保

价效果将明显好于上轮周期
。

年影响我国煤炭行业运

行的因素错综复杂
。

随着国际金

融危机不断加深
,

支撑行业景气

的宏观经济基础迅速恶化
,

短期

内恢复的可能性较小
。

国内外市

场需求减缓
,

高耗能行业大幅减

产
,

国内房地产
、

钢铁
、

化工
、

火

力发电
、

造船等相关下游行业生

产发展未见起色
,

势必直接影响

煤炭需求
。

另一方面
,

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
,

国际能源需求萎缩
,

国际

油价徘徊在 美元的价位
,

国际

煤价也很难有反弹行情
。

其三
,

煤

炭产能过剩的压力
,

政策成本重

压
,

煤炭增值税改革
、

资源税征收

等等
,

都是 年影响我国煤炭

市场的不确定 因素
。

预计冬季用

煤高峰期过后我国煤炭市场整体

需求仍将低迷
,

煤价有进一步下

跌的空间
,

市场供需继续向较为

宽松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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