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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清洁利用：中国式低碳经济的关键 

2010-02-08 13:20:19    科学时报

中国是煤炭大国——75%的发电装机是来自火力发电，80%的电量来自火电，8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

炭燃烧；作为一种高碳能源，煤的含碳量达到80%以上；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对煤的依赖度很难降到50%

以下。 

  在这样的一组数字之下谈中国式低碳，似乎有些沉重。 

  能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发展低碳经济，但我们

面对的是高碳能源。” 

  中国的低碳经济该走什么道路？ 

  倪维斗指出，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化石能源作为我国主要能源的地位不可撼动，其中煤是主导，“所以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煤的低碳利用就是低碳能源的核心问题。如果不在煤的清洁利用上做文章，其他一切只能

是空谈，低碳只是一句口号”。 

  煤的清洁利用是一种新能源 

  “社会节能、总量控制、发展可再生能源都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道路，但最后必须要落实到煤的清洁利用

上。”根据倪维斗的划分，煤的清洁利用也属于清洁能源。 

  他认为，新能源的概念因时因地而不同，各国国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法国核能发展了很多

年，称不上新能源。而太阳能、风能古人也在几千年前就已利用了。 

  倪维斗表示，能源的来源、转化过程、输运过程、终端利用过程这4个环节都属于能源问题，清洁不清

洁要看全生命周期。这4个环节中一个或几个有较大的变化，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高效率就能称之为

新能源。因此，可再生能源、煤的清洁利用、天然气的高效利用都属于新能源。 

  “眼睛光看着风电不行。”倪维斗说，风能虽然来自风，但也存在转化和输运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对节能减排贡献不会太大。他认为，新能源的主要力量除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煤的科学、合理、高

效、低污染利用应作为重点，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煤炭大国。 

内容摘要：中国是煤炭大国——75%的发电装机是来自火力发电，80%的电量来自火电，80%以上的二氧化

碳排放来自煤炭燃烧；作为一种高碳能源，煤的含碳量达到80%以上；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对煤的依

赖度很难降到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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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燃煤发电效率尚有潜力 

  煤对我国的战略安全来说尤其重要，起了顶梁柱的作用。“煤保证了什么都有了，煤出了毛病问题就大

了。”倪维斗说。目前我国有两大问题需要重视，一是煤的清洁利用，二是天然气的高效利用。其中煤的清

洁利用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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