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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发展前景及建议

钟志勇 温志华

【摘 要】：发展清洁能源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关键，也是江西省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的重要举措。首先分

析了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现状及前景；然后根据江西省缺煤乏气，水资源、风资源及生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域

特征，针对其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应采取的战略举措、技术选择和政策支

持提出了具体意见，以期为提高江西省清洁能源比重、实现绿色崛起提供参考。

【关键词】：清洁能源，发电产业，战略举措，技术选择，政策支持

0 引言

当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已上升为我国国策，要实现我国到 2020 年单位 GDP 的 CO2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目标，必须优化调整电源投资结构，增加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4]

。江西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中部省份，能

源结构单一。截至 2010 年年底，火电占全省总装机容量的 90.42%，未来发展将遇到煤炭资源不足、环境压力增大等一系列问题。

江西省要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需加快核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把清洁能源发电摆在全省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位置
[5]
。为此，本文将就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发展现状，探讨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战略举措、技术选择

与政策支持，以期为实现节能减排、能源清洁化目标提供参考。

1 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1）清洁煤燃烧发电和天然气发电。由于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具有高效率、低污染的特点，江西省相继建成 11 万 kW、22

万 kW、33 万 kW 循环流化床机组的电厂，已成为国产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示范基地。华电九江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始开工建设，

南昌、赣州等地的天然气冷热电多联产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2）水电。作为长江沿线省份，江西水系发达，拥有大小河流 2400 余条，有赣江等 5 条大河发源或过境，全省水能理论

蕴藏量 684.25 万 kW，装机规模 100kW 及以上的技术可开发量 632.96 万 kW。截至 2010 年年底，全省开发投产水电装机 394 万

kW，其中，省调度中心统调的水电装机容量 133 万 kW，单站装机 5 万 kW 及以下的农村小水电 261 万 kW。预计到 2015 年全省水

电装机达到 455 万 kW 以上，到 2020 年达到 500 万 kW 以上
[5]
。

（3）风电。江西风能资源总储量约 6000 万 kW，其中技术可开发量 230 万 kW。环鄱阳湖区域的矶山湖风电场（装机 30MW）、

长岭风电场一期（装机 33MW）、大岭风电场（装机 19.5MW）已并网发电，老爷庙风电场（装机 49.5MW）正在建设中，蒋公岭风

电场、于都屏山风电场、上犹双溪风电场、泰和水槎风电场等正在进行前期工作。规划到 2015 年全省风力发电装机达到 60 万

kW以上，到 2020 年达到 150 万 kW左右
[6]
。

（4）核电。江西属于国家规划核电的内陆优选地之一，具备大力发展核电的优良条件：不处于地震带上，没有影响核电建

设的地质灾害；境内水系发达，能为核电运行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是全国铀矿资源大省，铀矿产量和铀产品占全国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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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阳能发电。江西年平均光照时间 1450h，属于可以开发利用太阳能的地区，其中鄱阳湖东北部是太阳能高值区例。

上饶市国内首个薄膜太阳能农业大棚发电系统、新余赛维 2MW 光伏屋顶示范电站、南昌厚田沙漠光伏发电站一期工程（一期装

机 5MW，二期装机 5MW）相继投产发电。规划到 2015 年全省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0 万 kW
[7]
。

（6）生物质能发电。江西是我国主要粮食加工基地之一，秸秆和谷壳资源丰富，而且江西省被列入首批林业生物质能源林

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省，具备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开发条件。鄱阳凯迪生物质能电厂（2×12MW）、国内首座 100%稻壳燃料热电联产

火电项目均已建成投产，赣县、德安、都吕等地生物质电厂正在建设中。此外，2009 年 11 月，江西首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南

昌市麦园沼气发电项目投产发电；南昌市泉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鄱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都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等正在筹建中
[8]
。

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前景广阔，预计到 2012 年，除水能以外的清洁能源在江西省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 1.5%，到

2020 年提高到 12%左右
[5]
。

2 江西省发展清洁能源发电的战略举措

化石能源的清洁化理应是我国发展清洁能源的主要方向，但江西 70%以上的电煤依靠外购，煤电发展后劲严重受限，调整能

源结构势在必行。因此，从长远发展看，解决江西的能源供应问题，应构建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坚持多能互补、

远中近结合的发展战略：近期着眼于保障供应，提高煤电转化效率，积极做好开发新能源的准备和示范；中期着眼于成熟能源

技术的运用和推广，积极开发核电，因地制宜地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水电、风电和生物质能发电，逐步降低火电比重；远期

着眼于清洁能源的普及，逐步替代常规煤电，形成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

2.1 适时加快推进核电发展的步伐

核电由于技术成熟，减排效果显著，属于高效清洁能源，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且江西属于国家规划核电的内陆优选地

之一，具备大力发展核电的优良条件，因此，核电是江西省中长期大力发展的清洁能源问，应适时加快推进核电发展的步伐。

2.2 推广清洁煤发电技术，提高火电机组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大力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火电机组以及热电联产机组、循环流化床燃煤发电机组，提高清洁煤发电机组的装机比重；大力

发展新型清洁煤发电技术，推广分布式能源项目、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项目；加强在运电厂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积极推广

应用脱硫、脱氮、CO2捕捉与封存技术
[9-10]

。

2.3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开发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

（1）积极发展水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加快水电建设，是提升清洁能源比重、降低 CO2排放的有效措施。

（2）加快发展风电。在全省范围内对风力资源进行深入的勘测与评估，选择优质资源发展一定规模的大风电场，同时重视

分散的中小型风电场开发，支持家用风电的发展。

（3）按照“统筹规划、稳步发展”的原则，积极研发太阳能综合发电。在偏远、无电地区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

型光伏电站，在城镇推广与建筑结合的分布式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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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元化利用生物质能。积极落实省林业厅与国内企业签订的生物质能源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建设生物质能源林基地，

保障生物质电厂、生物质炼油厂的燃料供应
[8]
。

2.4 着力发展以新能源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

为降低清洁能源成本，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应用，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应大力培养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先发展先进

适用技术，开发风电叶片、轴承、控制系统，提升太阳能多晶硅制备提纯、薄膜电池的技术水平，研制核电大锻件、主泵、控

制系统和特殊材料，在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储能技术等方面加快技术突破
[11]
。

总之，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战略上应坚持“多点优选”的原则，坚持有效、有序、有度地开发，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发

展质量和效益。同时，在清洁能源的开发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应加强技术创新，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发电经济性，促进

江西省清洁能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3 江西省清洁能源发电的技术选择

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存在开发成本高、并网难、设备寿命短等问题
[12-21]

，而且关键设备还依赖进口，部分引进

设备不适应国内资源条件，对清洁能源的大发展造成不少障碍。因此，根据江西省缺煤乏气，水资源、风资源及生物质资源相

对丰富的地域特点，科学合理地选用技术类型，是江西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关键。

3.1 火电机组推广应用清洁煤发电技术

当前，煤电在江西发电结构中的绝对地位，决定了近期必须大力推广清洁煤发电技术，才可能实现能源结构清洁化。所以，

在现役火电机组中，应推广应用锅炉燃烧在线监控与优化、煤粉分级燃烧等洁净燃烧技术；对于新建火电项目，应结合实际应

用循环流化床燃煤发电、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清洁煤发电技术，以及脱硫、脱氮、CO2捕捉与封存等新技术。

3.2 选用第三代或第四代核电技术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各国政府极其注重核电安全
[22-23]

。第三代核电技术（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AP1000）和我国自主

研发的第四代核电技术的主要特征是防止核扩散，废物产生量少，具有更好的经济性、安全性，是能够适应未来能源市场需要

的先进核反应堆堆型技术
[24]

。作为内陆省份的江西，未来应将安全性和环保性均有很高保障的第二代或第四代核电技术作为发

展首选，以减少可能发生的核电事故对人类、环境的影响。

3.3 结合实际选用低水头大流量径流式水电站

江西尚未开发的水能资源多属于中低水头，调节性能弱、保证出力低、开发难度大、工程投资高、经济效益差，因此，在

江西水能资源的深度开发过程中应做好整体规划，尽可能选择低水头大流量径流式电站，以减少库区移民和耕地淹没面积，实

现环境友好，提高水电开发的质量和效益。对于赣江干流未开发的永太、龙头山等梯级枢纽电站项目，可考虑合作开发航电枢

纽工程，提高综合效益，降低开发风险。

3.4 进行湖畔风电开发的同时应加快高山风电的开发

江西省境内除了环鄱阳湖区域的风能资源外，还拥有宜春、吉安、赣州等地区的高山风能资源，其中，萍乡武功山、安远

县白露岭、于都县屏山牧场、上犹县风打坳、遂川县罗霄山脉等风口逐步被国家相关部门列入风力发电风能测试点。因此，应



4

在全面开发环鄱阳湖区域风能资源的同时，加快开发高山风电。针对江西环鄱阳湖区域风场和高山风场的地形特点，可采用数

值模拟、“3S”等技术，解决风能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问题
[25]

，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及风力发电机对边界层湍流脉动的

适应功能等方面综合优选风力发电场址。

3.5 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

当前，光伏发电产业主要应用晶硅电池，建设成本高达 3万元/kW，发电成本超过 2元/（kW·h），其主要原因是光伏电池

转换效率低、使用寿命短。而提高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率涉及 2 个关键因素：①如何使混合体中的电子供体与受体处于相分

离状态；②如何扩大两者间的接触面积。因此，应根据本省在光伏产业积累的优势，从使用聚光技术、应用新材料、革新电池

加—厂工艺、改变电池分子排列结构等方面加强新技术研发，寻求突破，大幅提高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率，降低光伏电池成

本。综合国际多数机构的预测，光伏发电成本将在 2015 年降到 1元/（kW·h）以下，2020 年前后降到 0.6 元/（kW·h），其电

价将具备与常规火电上网电价相近的水平
[26]
。

3.6 因地制宜选择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或生物质气化发电

生物质发电主要有直接燃烧后用蒸汽发电和生物质气化发电 2种：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技术基本成熟，已进入推广应用阶

段，效率较高，单位投资较合理，但它对生物质燃料需求的数量巨大；生物质气化发电是利用气化技术把生物质废物转换为可

燃气体，除焦净化后经气体内燃机发电，几乎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小规模的生物质气化发电目前已进入商业示范阶段，比较

适合于生物质的分散利用
[27]

。因此，应根据本省生物质分布的实际情况选择生物质发电技术，应在秸秆、谷壳、城市垃圾等生

物质较集中区域采用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包括秸秆燃烧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有机污泥焚烧发电等；而在生物质分布较分散

区域选择生物质气化发电，包括秸秆气化发电、谷壳气化发电、垃圾填埋气化发电等。

4 江西省发展清洁能源发电的政策支持

4.1 进一步明确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细则

为加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江西省在 2009-2012 年实施

科技创新“六个一”工程。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的 10个高新技术产业，使其成为符合低

碳与生态经济要求和当代新产业发展趋势的龙头主导产业的目标
[5-8]

，给全省各行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实现全省能源清洁化

目标，还需在目前已制定的《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风能、核能、光伏、生物等）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关

细则。

4.2 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相关政策的制定

加大引资、引智、引技力度，大力推进开放合作。包括落实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

的税收扶持政策，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股权激励的政策，全面实施科技入园行动；积极面向国内外配置科技资源，推进与国际跨

国公司、优势研发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通过以上政策，积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发展，降低清洁能源

的发电成本，促进清洁能源发展。

4.3 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江西光伏产业从 2005 年起步，到 2010 年全省共有光伏企业 39家，海外上市公司 2家，生产的多晶硅片已占全球总产量的

1/4。应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引导和鼓励江西光伏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引导和鼓励光伏



5

企业投标竞争国家光伏发电示范项日，支持光伏企业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重点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装

备制造业专项等，对优质项目给予地方配套；进一步发挥江西光伏产业链前端优势，尽快制定光伏产业上游产品多晶硅硅料、

硅片等产品质量检测标准，提高江西光伏产业的话语权
[28]
。

4.4 加大对清洁能源发电企业的补贴额度

为鼓励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的示范应用和长远发展，政府应加大对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额度，包括设备采

购补贴和售电价格补贴。

4.5 优先调度清洁能源电能

在清洁能源电能上网环节，要通过优先调度、强制上网、全额收购等措施保证清洁能源机组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

5 结语

通过大力发展江西清洁能源发电产业，构建清洁高效、保障有力、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使江西的污染物排放量低于生态吸收量，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助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抢占低碳

经济制高点，实现江西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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