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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能源”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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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对于“新能源”的定义比较含混，范围不够清晰，
人们对于“新能源”的认识存在着一些争议，一些观点趋向过于狭义化。所谓“新
能源”，确实包涵着狭义化和广义化的两个层面的定义，关键是“新”字的界定对
象，这个“新”字是想区别于传统的“旧”能源利用方式及能源系统，还是想表述
这仅仅是一个新的能源技术？我们认为这个“新”不仅区别于工业化时代的以化石
燃料为主的能源利用形态，而且区别于旧式的只强调转换端效率，不注重能源需求
侧的综合利用效率；只强调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不注重资源、环境代价的旧的传统
能源利用思维模式。 

    目前对于新能源的狭义化定义，主要是将新能源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之中。
客观的说，仅仅谈可再生能源，而不强调“新”与“旧”的本质区别，将会严重束
缚我们的创造性和新能源自身的健康发展。严格地讲，可再生能源不是新的能源利
用形式，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前是没有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的。自我们的祖先开
始利用火之后，数十万年以来，可再生能源一直支撑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它是最古
老的能源利用方式，只是今天当人类无法承受工业化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所带来的
环境和资源的巨额代价时，我们才重新赋予可再生能源以“新”的含义，它的新不
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在今天对于环境和资源的新的意义。它是一系列新技术；
也是一系列新思维、新观念、新哲学；更是新市场、新机制和新交易。最近，中国
企业投资协会、高盛高华公司董事长方风雷提出：“新能源，新文化”，将开发、
利用新能源与人类的文明进程相联系，从文化层面重新审视新能源的涵义。然而，
对于环境和资源具有新意义的能源利用方式不仅仅局限在可再生能源技术。 

    要搞清什么是新能源，就需要搞清什么是传统的能源利用形式，特别是工业化
时代的能源利用特点。由于技术的发展，对能流密度和能量强度的需求日益提高，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城市化建设都对能源系统规模化的要求日益强化。应对更强
的能流密度需求，只得建造更大能流密度的能源供应系统来保障供需。 

    为了不断满足日益增强的能源需求，工业时代的基本法则是“规模效益”，生
产形态同时强调社会分工的细化。在细化分工之后，要想提高能源的转换效率，唯
一的方法就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因为所有的效率评价体系仅仅基于单一产品的转
换端，而不是从能源利用的终端进行综合评价和系统综合优化。这种传统的能源生
产利用形态，必然导致企业不断扩大能源转换装置的规模，不断加大能源输送系统
的规模，也不断大量消耗和浪费能流密度高的资源，同时造成污染物的集中排放。
在电力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大电网、大电厂、特高压”；在热力行业是追求：大
型热力厂、大型管网系统等等。 

    传统能源生产利用形态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无法提
高，转换系统加大，输送能源的电网、热网、铁路、管网等都要加大，中间损失自
然会增加；其次是必须大规模利用资源，一方面造成小规模的资源被忽略或浪费，
另一方面被资源的规模所局限，造成可利用资源的供应出现瓶颈；其三是由于效率
无法提高，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特别是集中排放二氧化硫造成酸雨问题和大量排放



2007年山西省煤炭行
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
告（上、中、下三

卷） 

    中国能源网论文库是中国最大

的能源专业论文库，现收集论文 

几千 篇，涉及到能源政策、环境

保护、电力工业、热电冷联供、

燃汽轮机、石油天然气、节能与

新能源、循环流化床等多个方

面。  

    敬侯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

贵意见。  

    希望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可

以免费为作者建立个人主页 。  

版权声明 

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极端气候变化频发，不
是酷暑就是严寒，又进一步加大了能源的消耗，整个能源系统和生态系统同时陷入
恶性循环；其四是安全问题，大电网和超高压输电为供电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频发等问题，脆弱的电网成为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要挟的把
柄，成为悬在现代文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再则，这种规模化的能源大生产
格局，无法调动社会和民众的积极性来参与节约和优化系统能源，使能源的经营者
成为孤家寡人和众矢之的。因此，人类需要在能源问题上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需
要有多种新的能源转换和利用形态，建立多源新的能源供应体系，创造多维的能源
交易机制来解决人类文明的动力问题，减少污染排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广义新能源”。 

    将新能源狭义化而桎梏在可再生能源的狭小区间，是对新能源的曲解，其中也
反映了传统能源经营者对于新兴能源形态可能构成的挑战的担忧。将新能源狭义化
可以使新能源无法达到整合目的，难以形成协同效应，永远只能成为传统能源形式
的“补充”，也就不可能对传统能源经营者的利益格局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能
够确保他们既得利益的长期稳定和不断增值。 

    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的规律，新的技术必然要替代落后的生产方
式，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蒸气机代替牛马，内燃机代替蒸气机，新的能源
体系和由新技术支撑的能源利用方式、以及新的能源利用理念最终会替代传统的能
源利用机制。所以，新能源的关键是针对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的先进性和替代性。严
格的说能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都可以列入新能源，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由
此分析，广义新能源将主要包涵了以下几个方面：1、高效利用能源；2、资源综合
利用；3、可再生能源；4、代替能源；5、核能；以及6、节能。 

    1、 高效利用能源 

    目前中国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5％左右，丹麦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超过
60％，而且丹麦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该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最少可以再提高20％。尽
管这中间存在着统计口径问题，但是丹麦是全世界公认的已经实现能源与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国家，是全球的一个样板。丹麦的第一个经验就是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利
用形态，打破行业分工局限，对能源的利用已经实施了“温度对口，梯级利用”，
加大了能源的整合优化利用空间，有效提高了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热电联产虽然是一种传统的能源技术，但在丹麦得到了非常广泛应用和高度的
重视，并赋予它可持续发展的新含义。到目前为止，丹麦没有一个火力发电项目不
供热，也没有一个工业供热锅炉不发电。通过化石燃料转换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一
般超过70％，是提高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技术。丹麦的热电联产燃烧利用多
种燃料，秸秆、树枝、垃圾、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基本上是有什么烧什么，什么
便宜烧什么，既通过能源梯级利用提高了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又利用可再生能源
或废弃资源增加能源供应，建设环境污染。在丹麦，能源综合利用效率60％是依靠
热电联产对能源实现梯级利用完成的，从60％再往上增加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实现
（利用不增加温室气体的燃料，不计算其消耗的能量）。 

    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热电联产的同时，由于燃料结构向气体化和非化石矿物化转
化，热电联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型化，多功能化。这种小型、微型的热电联产被国
际上称之为--分布式能源。它的优点是靠近需求侧，将输送损耗降至最低，并充分
利用了低品位的热能，将燃料燃烧温度的利用空间进一步扩大，有效实现了“分配
得当，各得其所，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因此，分布式能源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将提高到80％～90％，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将分布式能源燃烧后的废烟气供应植
物大棚，一方面进一步吸收利用能量，另一方面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实现全能量
的利用。国际分布式能源联盟的主席在不久前访问北京时，面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官
员大惑不解地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会认为燃煤热电联产不属于分布式能
源，在全世界凡事所生产的能源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就地利用的能源设施，其能源综
合利用效率高于传统能源分产方式的系统，都应该被认为属于分布式能源。如果按
照这一判断，中国的热电联产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其中属于就近综合利用能
源的项目不少于4000万。 

    分布式能源技术对能源的利用方式与传统的能源利用存在很大的区别，它不再
追求规模效益，而是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追求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效能的
最优化，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就近供电供热，将中间输送损耗降至最低。由于小型
化和微型化，使能源需求者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多种能源的不同需求，设置自己的能
源系统，调动了终端能源用户参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努力。分布式能源可以和终
端能源用户的能源需求系统进行协同优化，通过信息技术将供需系统有效衔接，进



行多元化的优化整合，在燃气管网、低压电网、热力管网和冷源管网上，以及信息
互联网络上实现联机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平衡，构成一个多元化的能源网络，使
能源供应与能源的实际需求更加匹配。所以也有国家认为分布式能源是信息能源系
统的核心环节，并称之为：第二代能源系统，或信息能源系统。对于传统能源形
式，分布式能源毫无疑问是一种新型的能源生产利用形式，是信息时代能源技术的
核心。它不仅是一些传统能源技术的集合，也是全新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 

    目前，国际能源技术发展的一个重点，也是分布式能源未来最主要的技术方向
之一，这就是“燃料电池”技术。燃料电池的能源利用效率更高，污染更小（可以
在能源转换现场实现零排放），理论上燃料电池使用的是氢能，属于可再生能源。
但自然界中可以直接利用的氢根本不存在，氢能属于二次能源，制氢需要其他外部
能量实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制氢，或者利用生物细菌制氢，还仅仅停留在设想或
初级试验阶段，缺乏广泛的经济性和可操作性。现实的技术方向还是如何利用天然
气、煤气化、甲醇、乙醇等能源，特别有前途的是利用废弃在地下煤炭资源进行地
下可控气化再制氢技术。这一技术是将采煤后残留的煤炭资源或一些没有开采价值
的煤田在地下进行控制缺氧燃烧，将其转换为煤气，这种煤气含氢高达60～70％，
可能成为制氢原料。燃料电池不仅可以解决人类发展的电力难题，同时也可以解决
对于石油的替代难题。虽然，就燃料电池技术本身应该属于新能源，但是大多数燃
料电池将不会依赖于可再生能源。 

    此类例子非常之多，他们都是立足于新技术、新工艺，或者新理念构架的新型
的能源利用技术，虽然不是可再生能源，但是针对传统的大规模分离生产的能源系
统而言，大大提高了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有效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2、 资源综合利用 

    中国乃至世界，每天有着大量资源没有能够被综合利用，不仅浪费资源，而且
污染环境。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壜癯〉恼悠 ⒖缶 咚埂⒘督购土陡值目扇夹苑
掀 ⒐ひ捣先取⒂嘌沟茸试炊伎梢宰 怀晌 茉矗 乇鹗堑缌ΑＵ庑┳试吹奶匦允欠
稚ⅰ⒆试戳啃。 杂诖蠊婺Ｉ桃祷 ⒗ 檬敲挥屑壑档模 嵌杂谝恍┫冉 男
⌒湍？榛 茉醋 簧璞?-分布式能源系统，却大有用武之道。对于这些技术，我们
不可能不将其归入新能源技术，但是它所消耗的却不是可再生能源。 

    中国每年在矿井中因为各种事故而丧失数以千计矿工的生命，其中最大的杀手
是瓦斯爆炸，瓦斯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与天然气没有什么差异，仅仅是浓度有所降
低。瓦斯可以成为非常优质的能源，但是在煤矿开采中瓦斯的产量是有限的，不可
能支持大规模的利用技术，只能采用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就近利用瓦斯发电，就
近并网销售电量，就近利用其所发电能。我们可以给生物质发电每千瓦0.25元的补
贴，为什么不能给予瓦斯发电同样补贴呢？相比之下，生物质发电可能没有二氧化
碳排放问题，但是瓦斯发电可以将温室效应更强的甲烷气体进行资源化处理，比生
物质发电贡献更大，因为甲烷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24倍。此外，瓦斯利用还可
以挽救无数生命。对此，我们谁能否认利用矿井瓦斯不是一种新的能源？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集中居住的城市居民制造和排放了大量的垃圾和污水，这
些垃圾和污水中丰富的有机质可以制造大量的沼气，或者转换成有机可燃物质通过
焚烧增加能源供应，同时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节约更多的土地，减少环境和水
污染。对于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的工程，当然是增加了新的能源供应，它所供
应能源的形式难道不是“新能源”吗？所以，对于各种废弃资源的再利用，以达到
增加能源供应的形式都应该属于新能源的范畴。 

    3、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当然是没有争议的新能源，它所涵盖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实际
上，国际间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形式已经进行了全新的分类。今年春天，国际分
布式能源联盟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年会，从世界各地与会的专家不仅包括热电冷三联
供的企业和专家，更多的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企业和专家。对于那些集中大规模生
产的可再生能源，例如：大型风力发电场、规模化的水能利用、以及一些国家准备
进行规模化的太阳能利用以增加现有大型电力系统的能量供应的模式，均列入中央
供能系统，或者称之为集中能源系统。 

    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模式也被称之为：分布式能源。例如：楼宇式的光电、
光热和直接光能，以及储光等能源利用系统，以减少对外部能源的消耗；水源、地
源、空气源、污水源和排气源热泵能量回收技术对于楼宇建筑空调的能源供应系



统；小型风力发电或光电系统对于独立能源用户的电力供应等。就近获取能源，就
近供应能源，因地制宜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增加需求侧能源供应的系统，都属于分布
式能源系统的范畴，其涵盖范围和内容极为广泛。 

    水利部认为小型水电站被认为是典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它在中国有4000万千
瓦的装机容量，主要指10万千瓦级装机容量以下的水电站。这样的小型水电设施主
要通过较低压力输电系统对周边地区进行电力供应，他们对于生态环境影响比较
小，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是非常传统的发电形式，但是属于可再生能源，所以
在新能源范畴中是应该涵盖其中的。 

    4、 替代能源 

    对于替代能源是否属于新能源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从利用可再生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层面讨论，替代能源当然是新能源。例如：利用秸秆替代煤
炭；利用生物柴油或乙醇替代石油；利用太阳能热水器替代电力或燃气热水器等。
但是，在替代能源战略中，往往存在利用一些较为丰富的资源，替代更为希缺的资
源，例如：利用煤炭制造甲醇、二甲醚，或者直接煤制油来替代对于石油资源的过
度依赖。 

    在替代燃料中，一些新型的煤制燃料也被专家们普遍称之为新能源，二甲醚就
是其中的一种。目前，一些专家积极发展综合性煤化工技术，而且建议建造一些规
模并非很大的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梯级利用的“化工-煤气-电力-热能”多联产系
统，同时利用煤炭向城市供应各种煤化工产品，向城市电网供电，向城市工业区和
采暖系统供应热能，同时向城市燃气管网供应煤气或二甲醚燃气，并将多余的二甲
醚转换成为液体燃料供应城市交通系统，最后将灰渣制造各种建筑材料。这种多联
产工艺，以及所制造的二甲醚均应该成为新能源所接受的范畴。 

    垃圾和废旧塑料都不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利用他们制造石油的技术正在蓬勃发
展之中，利用废弃资源制造石油这样具有一定希缺性的能源的技术无疑也是新能源
技术。所以，替代性能源也应该纳入广义新能源的总体范畴。 

    5、 核能 

    在许多国家将核能列入新能源的范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西方社会对
于能源分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温湿气体减排问题，他们用二氧化碳当量来
评价各种能源的综合全寿命周期的能源环境代价。核能在建造之初虽然比其他能源
转换装置更消耗能源，但是一旦运行就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如果不出事故，
将会是非常清洁的能源。 

    核能技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曾经一度受到全世界的质疑，因为事故
的代价太过惨重。但是，随着全球变暖，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核电站
的安全运行问题正在不断得到改善，所以各国又重新开始关注核能的利用问题。 

    目前，核能利用技术不断发展，各种新技术都在快速进步之中，利用效率更
高、更安全可靠的新型核反应堆正在得到应用，例如最近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西屋
公司AP1000压水堆。能够实现核能增值的先进堆型技术也在快速进步，快堆是当前
唯一能实现核燃料增值的先进堆型，可将天然铀资源的利用率从压水型反应堆的约
1％提高到60％－70％。我国已经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可控
核聚变技术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发展，被称之为：“人造小太阳”的核聚变反应堆
可以利用从海水中提炼的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可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反
应之前之后没有辐射性污染问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6、节能 

    国际上称节能为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核能之后的第五能源。各国利用市
场化机制，将节能作为增加能源供应的新的手段，将节约的能源变为“商品”，进
行交易，并为节约者赢利。也有人将节能称谓：“负瓦特”革命，即减少瓦特的革
命。 

    目前，在发达国家能源服务公司（ESCo）极为活跃，他们通过能源合同管理机
制帮助能源用户改造、管理、运营能源系统，将节约的能源费用与用户分享，从中
赢取商业利润，将节省下来的电力负荷出售给新的需求者，甚至还将减排的温室气
体拿到市场上销售。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被非常看好，股票市值一路飙生，成为



继IT产业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的有一个闪光点。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能源服务公司大量投资经营分布式能源系统，将生产的
电力、热力、冷能和卫生热水销售给周边能源用户。将一个能源用户的废弃能源回
收后，销售给另一个能源需求者，将节能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进行经营。他们通过
这种有效的经营，为社会节约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能源有效
供应总量。 

    目前国内电力体系积极宣扬推广的“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其实更加正确
的说法应该是“能源需求侧管理”，对用户的能源系统进行综合管理，实现综合优
化，使各种能源需求进行互补，使各个能源供应系统实现协同优化。在国外能源需
求侧管理实际上主要通过能源服务公司实现，而由于中国的电力系统实行行业壁垒
的垄断经营，所以自成体系，主要以鼓励低谷用电和平衡负荷为目标。 

    鼓励消耗低谷电力并不符合节约型社会要求的，也与国际发展趋势不同步。但
是，平衡电力负荷对于提高电力以及相关能源系统的效率，减少能源和资源浪费都
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而这一努力的结果将会大量增加电力系统的供电能力，实现发
电、输电、配电、供电资源效益最佳化。因此，这是一种利用知识、管理和技术来
增加电力保障的新方式，也是一种新的能源供应方式。 

    最近，欧洲中国商会能源委员会主席、BP中国公司副总裁陈新华博士对于中国
节能问题发表了一篇影响重大的文章--《节能工作需要明确理论基础 避免战略误
区》，他深入解读了著名热物理学家马克斯韦对于“信息不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
的立论，进一步解释了“信息就是能源”的学说。陈新华博士认为，信息技术的发
展最终将逐步转变人类对于能源密度和强度的日趋增强的方向，有效的信息互动可
以减缓“熵增”的趋势。信息将成为能源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我们正在追求的
信息能源合二而一时代，通过不断精确有效的能源供应，以及信息对能源的替代，
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信息能源”必将成为未来新能源的灵魂所在。 
最近，全国工商联成立的新能源商会是中国首次将“新能源”作为一个正式名称授
予一个行业组织。新能源商会应该如何定位新能源的概念，不仅对这一组织自身的
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于中国新能源事业，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具有更深远的
战略意义。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是守恒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一定律深
层的涵义是告诉我们各种能源是相互关联、互相转化和互相作用的。对于新能源而
言，无论采用狭义化的范围，还是广义化的范围，与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强
资源综合利用效能，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化对于稀缺资源的替代和努力节约能源资
源，以及依靠信息化最终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将只能是我们齐头并进的共同选
择。 

（2006-8-18截稿，2006-12-22再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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