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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作为一个“无油、少气、缺煤”、资源相对贫乏的中部省份，目前

正处于工业化和域镝化“双加速”发展时期，能源供给和需求矛盾更加突出。江西新

能源资开有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现有技术下，除水电开发

程度较高外，其他新能源开发利用率较低。在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大

力发屣新能源产业成为江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实现绿色经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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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

和核聚变能等。我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60%~65%，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江西如何配合国家战略构建具有自身特色

的绿色、多元、低碳的能源供应体系，以及如何在发展低碳经济、调整能源结构与寻找经济新

增长点之间达到均衡，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李苓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江西能源结构，发现现有产业结构体系不仅达不到节能减排效

果，而且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发展新能源是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重要途径。2015

年，江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 16550 亿立方米，是 2005 年的 3.78 倍。因此，江西经济的发

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能源消费、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而

大力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是该战略实现的重要物质依托和关键驱动力量。



二、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运行态势

(一）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江西新能源资源有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在现有技术下，除水电开

发程度较高外，其他新能源开发利用率较低，多数能源利用率不到 30%，从表 1 可以矜出江西

各类新能源利用开发情况。

水能。江西现有技术可开发量 500 千瓦以上的有 577.97 万千瓦，年发电量 197.6 亿千瓦

时，其中，中小水电可开发量 423 万千瓦。截至 2015 年底，全省水电装机容量 497 万千瓦，

年发电量 49.15 亿千瓦时。其中，中小水电装机容量 304 万千瓦，占可开发藏研 423 万千瓦的

72%，基本饱和。

风能。江西风能资源现有技术可开发量约 310 万千瓦，年发电量 62 亿千瓦时，主要这集

于鄱阳湖区域，其技术吋开发量约 210 万千瓦，截至 2015 年，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 67 万千瓦

，全年发电 10.42 亿千瓦时，排在中部省份后列。

太阳能。江西太阳能现有技术可开发量约为 100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20 亿千瓦时。截至

2015 年底，江西累计装机容量达 43 万千瓦，占可利用量的 4.3%。2015 年，全省光伏产业 81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人 1008.1 亿元，同比增长 3.1%，实现利润 82.3 亿元

，增长 9.1%，实现利税总额 106.2 亿元，增长 8.5%。已形成硅料约 2.22 万吨、硅片约 7.5GW

、电池约 6GW 和组件约 6GW 的产能规模，以及石英陶瓷坩埚生产 20 万只、石英玻璃坩埚生产

2 万只的产业规模，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二位。

生物质能。江西气温有利于农林作物生长，可加工成乙醚、生物柴油，年可利用总量约



1395 万吨标准煤。2015 年，江西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26 个，发电装机容量 36.71 万千瓦，发电

量 8.7 亿千瓦时。

地热能。全省已勘察的地热资源中以中低温为主，适用于工业加热、建筑取暖、保健疗养

初种植养殖等。目前，江西地热资源主要利用方式为温泉、浅层地热采暖和制冷。截至 2015

年，已建成九江星子温泉、宜春温汤温泉等大型温泉利用项目，全省浅层地热使用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

(二）新能源产业发展运行态势产值总量稳步上升，单位 GDP 能效不断降低。根据刘红平

对新能源的测算方法，2006-2015 年江西新能源产值稳步上升，2015 年产值达 302.26 亿元，

是 2006 年的 3 倍，占能源产值的 16.2%(见图 1)。同时，2006-2015 年江西单位 GDP 能源消耗

複年下降，2015 年单位 GDP 能源消耗比 2006 年下降了 45.15%

新能源发电规模较小，但呈快速增长趋势。2015 年江西发电、用电均保持较快增长，全

社会用电增速同比增长 6.75%，增幅列全国第三；发电量同比增长 12.06%,增速列全国第四，

新能源发电仅占全部发电量的 8.44%。2015 年江西电力生产平稳，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全年

发电 1：843.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其中，火力发电 772.19 亿千瓦时，增长 5.9%;水

力发电 62.69 亿千瓦时，增长 23.1%;风力发电 2.68 亿千瓦时，增长 52.1%，太阳能、生物质

能等其他新能源发电 5.85 亿千瓦时（见图 3)。



新能源汽车快步发展，终端应用市场不断扩大。为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13

年，江西以“江西省城市群”的名义申报了国家 2013-2015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项目，计

划推广 5300 辆新能源汽车。截至 2015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 6000 辆。除此外，为完善

配套设施，江西省财政厅安排 9100 万元用于购车补贴，3000 万元用于充电桩建设。通过这些

政策，吸引了一批全国知名公司在江西落户生产。

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技术先进程度不断提升。截至 2015 年，江西省组建了国家级新

能源研发平台 3 个（国家光伏产业质检中心、国家光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光伏组件检测

中心）、国家科技城 1 个（新余国家新能源科技城）、国家高新产业特色基地 20 个（其中新

能源 2 个，分别是宜春锂电新能源产业基地和新余光伏产业基地）、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 4

个（其中一个是节能减排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8 个，以及省级重点实验

室 6 个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个;组建了光伏材料、半导体发光材料、陶瓷材料、鄱阳湖

生态等相关优势创新团队 26 个；培育了国家级创新型和试点节能减排低碳产业企业 8 个;组建

了光伏、陶瓷、锂电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6 家。上述举措为江西省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平台。

三、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新能源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新

能源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新能源比重小，短时间难以扭转现有能源结构

从能源消费品种结构看，江西能源消费以煤以主，2015 年，江西规模以上工业消费煤炭

类能源 7851.18 万吨，占能源消费量的 67.6%，尽管新能源得到一定发展，但在整体能源中所

占比重小，只有 8.44%左右。在江西“无油、少气、缺煤”的资源约束下，以煤为主的格局在

未来较长时间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二）新能源资源开发不足，结构不均衡

一方面，新能源资源开发不足。除江西中小水电已达全省中小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 423 万

千瓦的 72%，基本饱和外，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幵发均不足，开发程度分别占 21.61%、4.3%

、2.18%，均不超过 30%。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结构不均衡。目前除太阳能、风能、水电发

展较快外，生物质能发展落后。究其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速度快，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

，风能、太阳能迅猛发展，而生物质能却几乎停滞，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生物质能未来在新能

源中可能成为主要能源之一，而江西生物质能资源丰富，年可利用总量约 1395 万吨标准煤。

(三）市场化融资渠道不足

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贷款，而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低。

江西海内外上市企业 49 家，其中境外上市企业 14 家。49 家上市企业中新能源企业 4 家，占

比仅为 8.16%;新三板上市企业 78 家，其中新能源企业 3 家，占比 3.85%。可见，江西利用资

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低。另外，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利用国际气候变化项目资金不足

。截至 2015 年，江西已核准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 85 个，全国排名第 24 位；注册项目

57 个，全国排名 25 位；签发项目 24 个，全国排名 24 位。已获批准 85 个项目中水电项目占

36.47%，风电和生物质能项目占 23.53%;已注册 57 个项目中水电项目占比 43.86%，风电和生

物质能项目占 33.33%;获签发 24 个项目中水电项目占 58.33%，风电和生物质能项目占比 25%

。

(四）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仍待完善

江西当前新能源产业政策倾斜性较强，大多政策是针对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而生

物质能、风电、中小水电、地热能、锂电等新能源产业的政策仍需完善。在新能源产业政策上

还存在多部门政策，如江西省政府、发改委、科技厅、能源局、农业厅为促进新能源发展，颁

布的文件相互冲突或相同，造成业主在申请补贴时，出现推诿现象。同时，在新能源产业服务

体系方面，缺乏专门的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地方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在企业融资和验收评

估时，缺乏标准。

(五）供给改革不到位，需求弹性不足

在现有技术下，江西新能源还不具备与传统能源竞争的成本优势，经过前几年的快速发展

，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的错位对接恶化了新能源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是供给改革不到位。目前

新能源的使用主要是二次能源，进行并网发电和热供应，因而要提供大量的新能源使用产品，

就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生产出使用新能源的产品。目前江西供给侧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分布式

新能源发展滞后。自 2013 年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开拓光伏应用市场，但资金和机制等

问题阻碍了分布式新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需求弹性不足。由于电网的垄断性质，电力生产



商和电力需求商不能直接对接，造成新能源发电不能上网，而电力消费者却还要承受高额电价

，需求弹性不足。

四、促进江西新能源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新能源产业目标

目前江西能源发展短期目标是降低能源依存度，实现自给自足。2015 年，全省能源消费

缺口约为 5908.21 万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持续走低，已从 2000 年的 51%下降至 2015 年的 30%

，远低于全国能源自给率 85%的平均水平。而新能源消费仅为 455.77 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

费的比例为 5.4%,低于全国 12%的平均水平。预计 2030 年以前提升新能源消费占比至 20%,基

本可以弥补能源短缺的缺口。预计到 2050 年新能源消费占比达 50%以上，逐步实现能源替代

。随着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大力推行，新能源的使用会降低该地区能源消费量。因此，在

“十三五”规划中，需根据能源消费情况，制定新能源发展目标。

(二）建立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加大生物质能开发力度

新能源产业门类多，涉及面广，要从江西实际出发，在优化布局、项目论证、技术选择中

合理规划新能源产业发展蓝图，应结合区域资源、产业基础和融资环境充分考虑其密切关联产

业。郭立伟认为新能源产业满足产业集群发展条件，并且集群发展模式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其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推动集群演化的关键性力通过对江西省新能源产业进行细分

可知，其产业发展排序先后应为：光伏产业、锂电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生物质能产业、风

电产业通过分析，目前江西太阳能装备制造业在新余、上饶、九江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因

此，应重点发展该区域的光伏产业，锂电产业应选择赣州、新余和宜春地区。江西气温有利于

农作物生长，现有作物年可利用量约为 1395 万吨标准煤，可以提炼乙醇 72.3 万吨、生物柴油

60 万吨，应加大生物质能的应用开发，

(三）健全新能源产业投融资机制

新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高、后期运行成本低的特点。江西新能源产业正处于发展期，所

需资金非常大，应健全新能源产业投融资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一是政府应积极引导风险资金

、私募基金投资新能源产业，并联合金融机构、江西省联合股权中心、担保机构共同设立江西

省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设立风险共担机制，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二是建

立 PPP 融资模式。采取市场引导、政府激励的方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各

类市场主体投资新能源产业，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三是积极争取国际气候变化资金的支持。

发达国家为落实《京都议定书》中的义务责任，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江西应主动对接

，争取该基金的支持。



(四）建立江西碳排放交易市场

碳排放交易是基于产权交易理论，弥补新能源产业的正外部性，用市场的方式淘汰高耗能

、高污染产业，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改变能源结构和生产资料，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按照

国家部署，2017 年全国范围内建立碳交易市场。江西应积极参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一

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研究碳排放交易的定价机制，认识到碳排放交易对新能源产业的促

进作用；另一方面利用碳资源进行融资，如发行企业债券、碳资产抵押、配额回购融资等方式

来扩宽企业融资渠道。

(五）完善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

有研究表明，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而言，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强

度的影响要更加显著。故而在全面推进区域技术进步的同时，还应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补貼，

特别是加大对国家级、省级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科研单位、企业和高等院校的研发投人，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研发、系统集成的技术支撑体系。开展自主创新和引

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建立财政和企业共同分担的技术创新投人机制；鼓励企业以技术研发

中心为依托，联合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加大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补

贴，用好用足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金太阳”示范工程补贴、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财政

补助等政策。各地级市应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地方规章和政策，在产业招商、行政审批

、产业规划等方面要优先考虑，在用地、用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要优先安排，在财政补贴

、税收支持、金融支持、技术研发等方面要有所倾斜，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服

务体系建设方面要加快推进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引人可交易的配额制等强制性市场份

额政策，培育合理的新能源消费市场及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发

展。

(六）加强新能源微电网建设，提高分布式新能源比例

新能源微电网是未来能源的发展趋势，是“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应用，是电网放开和电力

改革的方向。它基于局部能源网络，以传统能源为能源基础，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多种能源

互补，逐步提高新能源的接人比例，最终实现向新能源替代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提高分布式新

能源的比例。江西目前新资源利用比率低，尤其是光伏和生物质能，利用率分别只占 4.3%和

2.18%。应提高分布式光伏能源，尤其是光伏、生物质能的比例。

(七)大力发展新能源装备产业

随着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江西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装备产业。一是大

力发展光伏装备产业。江西光伏产能居全国第二，应充分吸收装备制造产业，比如晶硅线切割

机等装备制造产业。二是大力发展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充分利用江西特有的中稀缺资源优势，



以幵发永磁直驱机型为技术方向。三是大力发展锂电新能源产业。江西目前形成了磷酸铁锂、

碳酸锂等上游资源产业，应借此机遇大力发展中下游产业，包括锂电池、锂电汽车产业，完成

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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