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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太阳能发电站工作示意图。资料图片 

阅读提示 

  

从水能到地热能、从风能到生物能，人类一直试图寻找更清洁、更高效的能源，来取代传统的化石

能源。太空，成了一些创想者解开地球能源枷锁的蓝海。在太空建设太阳能发电站，是他们对于主力能

源的全新设想。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梦想遥远。但我们也将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获益——材料技术、太阳能利用

技术都极有可能因此而飞越。这场仍在发酵的科学创想，其过程和结果都将为我们酝酿一份美好。 

  

“将中国的主力发电站建到太空去”， 这个动人心魄的想法在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幢并不起

眼的小楼里发酵着。一位耄耋老人，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妙图景。 

  

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化石能源之外，化石能源之外，化石能源之外，化石能源之外，谁谁谁谁能成能成能成能成为为为为““““新主力新主力新主力新主力”””” 

  

在漫漫太空之中、地球同步轨道之上，飘着一座座面积可比故宫的太阳能发电站，将炽热的太阳光

转化为能量，传给地球，造福人类。 

  

这个场景，是中科院院士王希季和同事们持续了30多年的梦想。发展空间太阳能发电站，他们认为

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主食”，占据了能源消耗的九成左右。两个预测，却

让中国的能源“温饱”，都变得有些奢侈。 

  

我国有望研发出首个商业化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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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关于石油。据国土资源部规划报告，目前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只能开采14年左右，尽管每年可

以新增10亿吨左右的探明储量，但可开采储备相对不足的现实依然严峻。 

  

另一个是关于煤炭。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近2000亿吨，按照年产25亿吨原煤的速度推算仅供开

采80年，不过是一个人的一生。 

  

“近些年来，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都超过50%。”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家海曾对媒

体表示。 

  

年届九旬的王老铺开一沓资料，一板一眼地说起了能源问题。“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恐怕

在几十年内都停不下来。”王老用手指比了一个“七”，“70亿吨标准煤，这是专家预计的2021年中国

能源消耗量。” 

  

“有朝一日，当中国的最后一块煤被丢入煤炉后，中国拿什么喂饱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王老

很严肃。严肃的背后，是一个令人焦急的现实：除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它们潜在的“接班人”都有

各自的缺陷。 

  

王老掐起指头，一一数来：“水能，是有限的；风能、地面太阳能，不稳定；核能，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这些能源满足部分需求和作为补充是可以的，但是，解决能源问题，我们要的是一条根本出

路。” 

     

在太空接收太在太空接收太在太空接收太在太空接收太阳阳阳阳能，更能，更能，更能，更稳稳稳稳定也更有效定也更有效定也更有效定也更有效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王老对太阳能的描述，“如果太阳能成为主力能源，那我们就不用把

地球挖得千疮百孔了。” 

  

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太阳能，王老口中的太阳能来自太空，“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地球同步

轨道上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地球同步轨道，离地面有3.6万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20多趟。为什么要千辛

万苦把太阳能发电站搬到这个连空气都没有的地方？ 

  

因为稳定。“在地面利用太阳能，每天每时都在波动，有云有雾就减弱，早午晚强度不一，到了晚

上就完全没有了。”王老介绍，在地球同步轨道上，99%的时间都能稳定接受阳光。 

  

也因为稳定，所以更有效率。“相同时间内，太空的日照强度是地表平均日照强度的5—12倍。”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新系统研发室副主任侯欣宾更是用研究数据佐证空间的优势。 

  

世界主要航天国对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的话题已经讨论了40多年，日本媒体更是宣称在2025年后实现

空间发电的梦想。在国内，中科院在《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发展预测和对策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四步

走”战略，认为2030—2050年我国有可能研发出第一个商业化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系统，实现空间太阳能

发电站商业运行。 

  

而在侯欣宾看来，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路途中，隐藏着更大的福利：“空间太阳能发电站是目前能够

设想的最大空间基础设施工程。这么大的工程，会引领很多技术的发展。”太阳能电池或许会因此变得

更耐用而且有效率，材料技术也可能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会亚于结果。” 

  

王老则认为，空间太阳能发电站建成之后，将创造一个随时随地充满能量的神奇国度。空间太阳能

发电站通过巨型太阳能电池板接收空间太阳能，并以微波束的形式输送至地面接收设备、转化为电能。

这样， 不需四处寻找插座，任何时间、任意地点，手机、电器乃至汽车都可以处于充电状态。（见图）

“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获取能源的地点和方式，可能会引起新的产业革命。” 

  

非常经典的电磁书籍-朴化荣的电磁测深法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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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抢占空间科学等领域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而在王老看来，空间太阳能

发电站是最好的施展舞台。 

  

将将将将万万万万吨吨吨吨级发电级发电级发电级发电站送入太空，仍是站送入太空，仍是站送入太空，仍是站送入太空，仍是个个个个难题难题难题难题 

  

尽管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但地球同步轨道上适合我国使用的位置仍然是有限的。“如果不抢先一

步，就有可能丢失最有利的位置。”在王老看来，中国应该主动“抢座”。 

  

而侯欣宾认为，相较于日、美的研发工作，中国甚至还没到谈论“抢”不“抢”的阶段，“咱们更

多的还是属于草拟阶段，相当于在拟定一份路线图。”中国迟迟不上手，技术是掣肘的主因。 

  

面积大、体积重、功率高，这三个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的特性让许多技术人员都望天兴叹。“我们现

在的飞船不过10吨，但一座空间发电站起码是万吨级别的，怎么把它送到天上去，并且一部分一部分地

组装起来，这对现有的技术而言是个非常大的考验。”侯欣宾甚至没有想出实现的具体方法。 

  

如果说这些技术难题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那么即使在“道”的层面，中国似乎也没有准备

好。“尽管科技界拟定了路线图，但是更高的层面还没有出台一个完整的方案。”侯欣宾认为，只有搭

起了一个系统框架，才能去分解任务，逐个击破，现在的研讨，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中国有抢先建设空间太阳能发电站的基础条件，也不乏抢先的人才，但一定要先有抢先的意

识。”在王老看来，只要国家集中力量去做，我们就能在空间开发领域形成优势，“这一条路，是可以

走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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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则认为，空间太阳能发电站建成之后，将创造一个随时随地充满能量的神奇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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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晕~这个有望是50年后的事儿啊……我还以为中国什么时候这么强马上能把这个做出来呢…… 

2012-3-20 8:56:32 云在青天  

又是一个"肉包子打狗"的圈钱阴谋 

2012-3-20 8:51:57 xiaoyong1982  

这个技术，人类都不要开发的好！ 

首先，传递能量回地球的微波肯定是高能低，如此之高的能量如果被哪个战争狂人利用了，威力可能不亚于小型

核弹，只是没有核辐射的后遗症而已！ 

其次，微波如此密集地传播，对大气成分、环流肯定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好的还是坏的？ 

2012-3-19 18:52:02 guigu  

不科学：1. 太阳能辐射强度在大气层外只有1300瓦每平方米，相对于地面上的1000瓦每平方米只增加了30%， 

而不是5到12倍。2.将每公斤设备送到同步轨道上去的耗能极高，费用目前是10万美元。每吨的设备要10亿美

元，1万吨设备要10万亿美元。过程中向大气层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极高，只要稍微计算就知道payback time将以

百年来计算。根据简单的物理学原理，此事有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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