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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处于起步阶段 , 包括政策在内 ,都还在实践中探索。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现状 , 深入分析可再生
能源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 , 为类似的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 ; 产业化; 开发风险
中图分类号  F40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 06 - 01843 - 02

  据统计, 目前我国约有60 % 的农民仍然靠传统的秸秆和

薪材等解决能源问题, 过度的植被砍伐不仅导致部分地区生

态破坏, 加剧水土流失, 而且也污染室内环境 , 影响农民身体

健康。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障 , 是关

系农业结构调整和广大农民生活改善的重大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投入, 包括资

金、人力等 , 作为未来能源供给的基础 , 产业化发展是必然选

择。我国计划经济的经验告诉我们, 依靠行政手段强迫各种

资源投向某一领域或者区域的发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

行为, 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也一样 ,

需要的是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 而不是政府指令性的强迫

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 资本都是追逐利润, 规避风险的。

政府应该对企业和私人的行为规则有深入的了解, 才能有效

地发展有战略意义的弱势行业。

1  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化面临的问题

虽然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已经经历了很多年, 但

中国可再生能源还处在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原因有以下几点:

1 .1 成本居高不下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 是相对于传统

能源煤炭、石油、火电等的。传统能源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等是外部成本, 没有追加到这些能源的销售价格

中, 使可再生能源的环保以及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先天优势无

法显现 , 在与传统能源竞争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

1 .2  发电设备价格过高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

造业发展缓慢, 技术进步跟不上市场和政策的需要, 设备很

大一部分依靠进口 , 这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价格过高的重要原

因。根据估算, 如果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由中国生产取代进

口, 那么风电的成本可以降低15 % 。

1 .3  产业规模小  产业规模小, 相应的市场就不大。来自

于市场对技术、成本等的拉动效应很小, 导致设备使用效率

较低, 单位成本很难下降。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有

一定发展, 部分技术实现了商业化,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

在技术、规模、水平还是在发展速度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我国大部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企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 , 结果

是生产规模小、过于分散、集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产品质

量不稳定、经济效益低和本地化制造比例较低 , 从而难以降

低工程造价和及时提供备件。

1 .4 供给和需求的地域矛盾  在中国, 大部分的可再生资

源在低能源需求地区, 例如内蒙古和新疆, 对电力的庞大需

�
作者简介  沈璘( 1982 - ) , 女 , 上海人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

收稿日期  2006- 11-22

求可能在几百千米或几千千米之外。中国在输电能力上存

在严重的问题, 在输电能力不够的地方 , 在输电线路上没有

大的投入, 便不可能把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到需要它的

城市。

1 .5 公众意识淡薄  没有形成可再生能源强势的公众意

识, 可再生能源的环保作用 , 可持续能源供应的意义等都没

有被社会广泛认识, 这些也是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

1 .6  体制问题 造成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缓慢的最根

本因素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体制因素。

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 国家针对可再生能源有政策

倾斜, 但实质性的经济扶持还很有限, 导致的结果是有指导

性政策, 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将依靠煤

炭作为能源的主要来源很难改变 , 所以国家能源战略近期的

重心是围绕煤炭展开 , 这也是我国能源战略不得已的选择。

缺乏稳定完善的政策体系。可再生能源对现代社会经

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的重视程度也在加强, 但是

还没有形成象德国、丹麦、美国那样多层次、全方位的可再生

能源政策体系。从国家能源战略到能源市场细节问题 , 西方

国家摸索了一整套不断完善的政策框架, 我国还处在学习借

鉴阶段。行政、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综合运用到可再生能

源发展上 ,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国家已经通过了

《可再生能源法》, 为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立了坚实的基

础平台 , 但要形成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

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2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决策行为

在现实经济环境中, 企业和个人的决策行为不可能完全

理性, 或者追求利润最大化 , 也有可能会选择回报率不理想

的项目进行投资。在政策扶持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 企业或

个人选择利润率相对较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投资可能

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2 .1  战略意义 如现有的能源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开发, 很多是基于长期战略考虑。英国壳牌公司在中国的山

东、山西、河北等地建立的燃料酒精和生物柴油生产基地就

是很好的例证。

2 .2  企业的社会责任 环境问题和能源的可持续供应问题

涉及到全人类的福祉 , 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也是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

2 .3 政府关系  目前国家强调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能源项

目是比较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 , 企业为了沟通政府关

系, 也可能为政府分担一些发展任务。虽然这些可能给可再

生能源产业化带来正面作用, 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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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不了决定作用, 没有合理的利润保证, 这些行为都是暂时

和不稳定的, 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不可能依靠这些方式走上

健康的发展道路。

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同样遵循现代投资管理理论的经

济规律。投资者在选择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投资时, 必然要

对项目进行仔细的评估, 而评估的重点就是风险和收益的匹

配问题。所以要使可再生能源项目有竞争力, 必须使项目的

风险和收益能够合理匹配, 才能够吸引社会资金和人力投向

该领域, 实现良性的发展模式。所以笔者重点分析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风险, 寻找政策扶持的着力点。

3  可再生能源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

3 .1  政策风险 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面临的最大风险

目前是政策风险。《可再生能源法》刚刚出台, 这给可再生能

源项目带来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但是配套的政策没有完善和

稳定, 都还在摸索阶段。政策扶持的力度和波动性都会给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带来极大的风险。可再生能源如果没

有政策的扶持, 与传统能源产品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 没有

优势可言 , 投资回报率有可能是负的。如大型风力发电项

目, 生物质能( 燃料酒精、生物柴油) 等的生产成本都远远高

于传统能源。政策扶持的力度太小或者是波动性太大都会

抑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早在1995 年, 原国家电力部就

提出到2000 年我国风机规模要达到100 万kW, 但截至目前

全国40 多个风电场总装机容量只有56 .7 万kW, 仅占全国电

力装机的0 .14 % 。其中原因就是政策扶持力度太小, 有一定

的波动性。电力市场的地方割据也给风力发电带来阻碍。

例如因为风力发电只能在省级电网销售, 风力资源丰富的内

蒙古却因为风力发电开发最多而成了电力负担最重的地区。

3 .2  市场风险 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在的另一重要风险是市

场风险。首先, 如果销售市场得不到保障, 可再生能源的竞

争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可再生能源目前的生产成本普遍

比矿物能源的高, 缺乏政策扶持的市场保证, 销售市场的不

稳定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3 .3  技术风险 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涉及的技术属于高新

技术, 和其他高新技术一样, 面临着技术被淘汰的风险。目

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由能源转换设备带来的, 同

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设备都是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

技术进步较快, 企业采用的技术和设备被更新换代后, 企业

资产折旧和能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将受到很大压力。

3 .4 融资风险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

大, 项目前期资金压力明显。其产生的效益要延续到整个项

目周期内 , 这种类型的项目融资成本一般较高。项目需要产

生稳定的现金流来偿还借贷资金 , 融资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一大难点。由于融资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开展 ,

或者中途夭折, 给投资方带来巨大损失。

3 .5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给可再生能源带来的风险是不能

忽略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的开发

都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 , 生物质能

的开发( 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 和能源作物的产量息息相

关, 风能缺乏稳定性, 对风能发电量有重要影响。

4  政策扶持的方向

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开发过程中风险深入的分析, 可以更

加清晰地明确政策扶持的重点, 包括: 产业政策导向 , 稳定的

法律环境, 保护性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 加速产业化的资本

市场( 对项目进行融资、保险等) , 国家的研发投入等。

5  结语

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关

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否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

展, 预防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是决定21 世纪人类发展前景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大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 开发推广节能技术, 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 解

决我国农村能源问题, 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是实现我

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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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有用品应清洗干净。

4 .3 标本包埋  根据需要在一定量的尿醛单体小型容器

中, 加入5 % ～10 % 的冰醋酸, 充分搅拌均匀, 待气泡消失后 ,

倒入标本模容量的30 % ～50 %( 标本模可用玻璃、塑料制作 ,

形状、大小根据标本情况确定) , 然后放在防尘通风处1 d 左

右, 单体已成半凝固状态, 再将需要包埋的昆虫标本放入模

中, 经过1 d 左右加入单体将标本淹没, 让其逐步硬化即可。

尿醛树脂包埋法的优点是原料方便 , 合成容易, 设备简

单, 常温下可操作 , 而且不像有机玻璃透明度很强, 影响对

蛾、蝶类的观察。注意: 标本放在水中24 h 左右会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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