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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 

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全球范围内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已逐渐成为常规化

石燃料的一种替代能源，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2017年 2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2002年已经达到 12%）；

欧盟，2010年 22%的电力或整个能源的 12%将来自可再生能源（1999年可再生能源电力为

14%，1997 年占整个能源的 6%）；德国，2020 年 20%的电力和 2050 年整个能源的 50%将

来自可再生能源（2002年电力占 6.8%）；日本，2010年光伏发电要达到 483万千瓦（2003

年为 88.7万千瓦）；拉丁美洲，2010年整个能源的 10%要来自可再生能源。 

2002年全世界消费的可再生能源近 30亿吨标准煤，约相当于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1/3，其中传统可再生能源约占 85%，新的可再生能源约占 15%。在新的可再生能源中，风

力发电是发展最快的。在过去的 6 年里，风电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22%，2004 年新增装

机 797.6万千瓦，全球累计风电装机达到 4731.7万千瓦。欧洲是世界风电发展最快的地区，

2004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的 72.4%在欧洲，15.9%在亚洲，6.4%在北美。2003年，欧洲风力

发电量达到 600亿千瓦时（相当于欧盟 15国 2.4%的电力），满足 1400万户家庭提供了电力

需求。 

太阳能发电也发展很快。2004年，全球光伏电池的生产首次超过了 100万千瓦，比 2003

年增长了 60%。全球 88%的光伏组件和光伏电池的生产集中于 12家国际大公司，其中日本

占全球的 52%，欧洲占 26%，美国占 12%。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是日本（61.8

万千瓦）和德国（18.5万千瓦）。 

太阳能热水器是完全商业化了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



产国者和消费国。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一项研究提供的 2001 年统计数据表明，太阳能

集热器的全球总计安装面积为 1亿平方米，排在前位的国家是中国（3200万平方米），美国

（2340万平方米），日本（1210万平方米）和欧洲（1120万平方米）。无论是光伏发电还是

太阳能热水器产业，未来的主流趋势是发展太阳能一体化建筑技术。 

生物质资源是多样化的，在全世界应用广泛。2002 年底全球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超过

5000万千瓦，生物液体燃料超过 2000万吨。德国在利用厌氧发酵（沼气工程）处理废弃物

发电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目前已建成 1900 个沼气工程，2004 年沼气发电装机 27

万千瓦。 

与此同时，国家上地热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也都取得新的进展，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基础。 

2、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 

纵观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有以下几大趋势： 

（1）、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成本持续下降。 

以风力发电为例，自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风力发电的单机容量从 10个千瓦，上升

到几千千瓦。2003 年世界安装的风机平均单机容量已经达到 1300 千瓦，风电成本从 80 年

代初的 20美分/千瓦时，下降到目前的 5美分/千瓦时左右，其中自 90年代以来，成本就下

降了 50%。据预测，2000至 2010年风电成本还可以下降 30%。届时，风电成本基本上可以

和常规能源发电相当。 

（2）、发展速度加快，市场份额增加。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集团，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连续十多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年增长速度在 15%以上。近年来，以德国、西班

牙等国为代表，一些国家通过立法等方式，进一步加快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1999 年

以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30%以上。发展较快的西班牙，2002 年风力发电占到全国电力供应

量的 4.5%，德国在过去的 11 年间，风力发电增长了 21 倍，2003 年占全国发电量的 4%；

瑞典和奥地利的生物质能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高达 15%以上；巴西生物液体燃料

替代了 50%的石油进口。 

（3）、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可再生能源，由于其清洁、无污染、可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受到发达国家



的青睐。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宏大的计划和工程。欧盟是世界可再生能源

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受益最多的地区。1997 年欧盟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制定

了 201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欧盟总能源消耗的 12％、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整个欧盟国家的能

源构成中要达到 50%的雄伟目标。2004年 4月，主要的欧盟国家达成共识，分别制定了 2010

年和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英国和德国都承诺，2010 年和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的

比例将分别达到 10%和 20%；西班牙表示，2010年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就可以达到 29%

以上；北欧部分国家提出了利用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逐步替代核电的战略目标。 

日本于 1993 年实施“新阳光计划”，它涵盖了 74 年的“阳光计划”、78 年的“月光计

划”和 89年的“地球环境技术开发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清洁能源问题，加速光

伏电池、燃料电池、氢能及地热能等的开发利用，以降低现有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

外继“阳光计划”之后，日本 1997年又宣布了 7万太阳能光伏屋顶计划，计划到 2010年安

装 760万千瓦的太阳能电池。在“地球再生计划”的指导下，日本的光伏技术在 90年代有

了长足的发展，到 2000年，京都陶瓷、夏普集团年生产能力合计达到 10万千瓦级，超越德

国西门子，位居世界的前两位；日本的汽车工业普遍开始了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制，丰田、本

田定于近期实现市场化，这样日本也将成为像美国、德国等国家一样在燃料电池车技术领先

的国家。 

美国提出了逐步提高绿色电力的发展计划。主要是通过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

源发电等来达到目标，其中太阳光伏发电预计到 2020年将占美国届时发电装机增量的 15%

左右，累计安装量达到 3600万千瓦，保持美国在光伏发电技术开发、制造水平的世界领先

地位。专家们估计，到 2020 年全球太阳光伏电池将超过 7000 万千瓦，其中美国占 50%。

美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基本战略，一方面是占领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同时建立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广阔市场。在这一发展战略指导下，美国不仅拥有各种高科技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研究和制造能力，同时也要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 

（4）、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朝阳的产业，孕育着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 

当今世界上，可再生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已越来越大。据欧洲

风能协会统计，2002 年全世界风电市场产值在 70 亿欧元，开发出的电力可以满足 4000 万

人的需求；预计 2020年全世界风机规模将达到 12亿千瓦，年营业额在 670亿欧元。光伏发

电市场发展前景也很广阔，据欧盟估计，全球光伏市场到 2020年将增加到 7000万千瓦，光



伏发电将解决非洲 30％、OECD国家 10％的电力需求。澳大利亚在新世纪能源规划中，提

出 2010年前建立年销售额 4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光伏发电技术开

发与制造，估计到 2020年美国将占领全球太阳光伏电池的一半。另外，全世界生物质能源

的商业化利用将达到 1亿吨油当量，并形成千万吨级规模的生物液体燃料的生产能力。根据

欧洲太阳能协会的预测，到 2020年，全球可能拥有 14多亿平方米的宏大市场。欧盟计划到

2015年安装大约 1.9亿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相当于提供 3700万千瓦和 930亿千瓦时的

电力和电量。 

可再生能源不仅拥有良好的经济前景，而且，随其产业化的发展，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就

业机会。美国学者认为，投资于能源效率和太阳能等技术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大约是石油、天

然气的 2倍。在欧洲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就业人口。据欧盟的估计，当

2010年欧洲风力发电达到约 4000万千瓦、光伏发电 3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 1000万千

瓦和太阳能集热器 1亿平方米时，总计可提供约 15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这还不包括每年可

能有 170亿欧元商业出口所创造的、额外的潜在 35万个就业机会。由此可见，可再生能源

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 

3、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经验 

（1）、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上的优势和产业的大发展占领可再生能源市场。 

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美国、日本、欧洲都是世界上的领先者。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

经济基础及领先的科技力量，具备将先进技术转化为产业的实力，加上超前发展的意识，致

使大多数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集中在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并拥有最大份额的市

场。这些国家以科技为前导，吸引产业界参与研制和开发 20年后、乃至 50年后可以发挥重

大作用的关键技术，加速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形成相应的制造工业基础体系。换言之，以国

家先期投入为引导，唤起企业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占领的技术制高点的战略眼光和决心。

如美国政府始终要求企业要保持其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能力的国际领先地位，先后制定了太

阳光伏电池、风力发电装备和氢能技术发展的路线图，抢占了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制高

点，确保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日本则利用其电子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产

品，其产量已经相当于全球产量的 50%以上。英、荷、日、美等国企业基本垄断了全球的

光伏发电产品市场。世界上最优秀的风机制造技术则集中在丹麦、德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几



个国家。丹麦 1999年占据了世界上 60％的风机市场，他们生产的风机绝大部分用于出口。 

（2）、明确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中长期目标，建立起稳定的市场规模，保证投资者的长

远利益。 

德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就明确提出，利用 30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

特别是风力发电技术取代核电技术。这一决策，大大增强了企业界对开发风力发电为代表的

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装备的信心和步伐，在不到 10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建立了装备制造、安

装和运行维护的产业体系，2002 年风力发电装机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风力发电最为强大的

国家。 

（3）、政府重视，依靠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各国共同的特点 

脱离政府的大力支持，仅靠可再生能源自身能力是无法发展的。世界可再生能源的的发

展，无论本着什么目的，政府高瞻远瞩，从政策、法律上给予支持，是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

的根本动力。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不同国家先后采取了配额制、强制购买、有限竞标、绿色证书、

特许经营等激励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效果因地而异。但是不论采用那种政策，只要保证政

策的连续性，其政策效果就明显。德国、西班牙为了鼓励风力发展，颁布了“购电法”以吸

引投资；英国早期实施“非化石燃料公约”制度，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条件；美国有些州

及澳大利亚实施配额制（RPS），要求在电力供应中可再生电力的比例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这些措施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对可再生能源的起步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另外，以

立法的形式强制社会接纳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也为可再生能源的前景提供了保障。 

 （4）、营造公众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氛围。 

由于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长期宣传教育的结果，公众普遍接受与环境有益的可再生能

源技术。高电价政策、绿色能源政策都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在纽约、伦敦等主要国际股票市

场上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长期以来都是绩优股。在很大程度上，公众的认同成为政府和企业

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主要动力。例如以壳牌为代表的石油财团都建立了可再生能源技术产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