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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亚国际论坛召开
  文章来源：电工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0-08-23 【字号： 小  中  大 】 

“2010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亚国际论坛”于8月17日至19日在海南省三亚市阳光大酒店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韩国太阳能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承办，海南省可再生能源协会、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大会主席由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徐建中研究员担任。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党委书记马淑坤主持了8月17日上午的论坛开幕式。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能源

与交通处处长郑方能，国务院参事、可再生能源协会理事长石定寰，大会主席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徐建中院

士，国际能源署太阳能热发电和热化学组织执委、韩国太阳能学会主席姜龙赫博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出席本届

论坛的领导和专家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赵忠贤，国际能源署太阳能热发电和热化学组

织执委、国家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项目主管孙鸿航，国家科技部计划司攻关处副处长高峰，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研究员封颖，国家97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咨询组研究员陈霖新，国际能源署太阳能热发电和热化学组织执

委、国家科技部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国际能源署太阳能热发电和热化学组织执委韩国

仁荷大学教授TB Seo。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西班牙、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科研院所，

企事业单位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投资商和政府官员出席了本次论坛。开幕式当天上午的院士专家主题报

告会由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主持，徐建中院士，姜龙赫博士，科技部973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首席科学家黄湘研究员分别

主题报告发言。 

会议发言采用了主题发言与自由发言结合，中外代表交叉发言等多种形式。在随后几天的分会报告中，与会的

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际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商业化现状、商业化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材料技术、储

能技术、聚光技术、系统设计、电站选址和国家政策机制等主题，分别进行了四十余场报告交流。本次大会同时举

行了对所有与会代表开放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973专题报告会和太阳能光热产业战略联盟会议，使得参会代表可以清

楚地看到我国在太阳能热发电基础研究、高技术与产业化结合方面的发展现状。 

阳能热发电具有非常强的与现有火电站及电网系统的相容性优势，可充分利用已有火电领域的工业生产能力及

设计运行经验，受到世界多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报告，预测2050年热发电提供全球11%电力，

成本为目前20-25%。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在国内呈现大家积极参与的局面，在科技部创新联盟的组织下，我国太阳能

热发电产业链已初具雏形。特别是国内自主研发的局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应用示范和产业化打下很好的基础。目

前已经可以提供塔式和槽式电站的成套装备。科技部一直高度关注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发展，“十一五”以来又加

大了在太阳能热发电方向的科研力度。863项目1MW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研发建设已经进入最后决定性阶段；太阳能

热发电方面973项目也在2010年1月启动。在一系列努力下，目前我国已掌握太阳能聚光、光热转换、高温储热和系

统集成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内蒙50MW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招标为标志，表明产业化已经开始推动向前。此外，科技部

还组织了相关领域的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战略联盟，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郑方能处长表示，“十二

五”期间，科技部会进一步加大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的研发投入，全面推动我国太阳能低温、中温、高温热利用技

术发展。与会代表建议这样一个方向能够纳入“十二五”规划，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 

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亚国际论坛每年举行一次。本论坛志在为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投资商及

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我国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的产业发展模式，为促进我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构建环境和谐、资源友好型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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