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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的形成与汽车和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关，

但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比重也很大。有数据

显示，京津冀地区每年燃烧散煤量超过 3600 万

吨，占京津冀煤炭用量的十分之一，但是煤炭

污染物排放量却占总量一半左右，原因在于散

煤燃烧既浪费了能效，又产生了污染物。因此，

要治理雾霾，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将于 2030 年左右到来。

同时，按照我国的承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例从 2015 年的 15% 提升到 2030 年的

20% 左右。

另外，我国的煤炭和石油资源是有限的，

而从国外进口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大清洁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如核能、风能、水能和太

阳能等，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推动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转型的方向与困境

第一，发展环保友好型火电。传统的火电

污染严重，饱受诟病。为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国家开始全面推行超低排放，通过补贴使大多

数火电厂安装了环保设施，从理论上看可大大

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大气质量并没有明

显好转，原因在于一些火电厂违规排放，情节

严重的还篡改环境污染监测数据。在 2016 年下

半年开展的专项检查中，发现近八成燃煤发电

企业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这一现象加剧了公

众对火电厂的憎恶；大力推行居民生活的“煤

改电”可以拉动电力需求，解决由于经济不景

气带来的用电不足和发电能力过剩问题。适度

建设火电厂，通过集中控制和处理大气，可以

提高治理效果。但是，目前“煤改电”的推进

还处于起始阶段，因此对火电的发展拉动还显

不足。

第二，在适合发展水电的地方大力发展水

电。水电的缺陷目前已经被各方指出，只适合

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发展。譬如在西藏的一些地

方，地势比较崎岖，河流落差大，可以考虑发

展水电。但是，在这些地方，电力设施不完备，

电力难以输送出来。此外，火电与水电的行业

竞争也是水电发展面临的一个困境。

第三，在特定地区安全发展核电。日本、

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核电，为发展

中国家作了能源转型的示范。但是核电发展充

满巨大的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典型的案例如

日本的核泄漏事件。如果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发

展核电，譬如在内河流域发展核电，战争风险、

冲突风险、地震风险、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技术

操作失误等都可能引发核泄漏。无论是什么原

因引发核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因地制宜发展风电和太阳能。风电

能源转型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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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的补充，在牧区等地发

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状态不稳定是其发电的主

要障碍。虽然并网技术已经慢慢成熟，但是由

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成本较高，地方政府财力

有限，国家的补贴不到位或者不及时，使得行

业发展处境艰难。

第五，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促进农林

废弃物等生物质能源发展。我国每年产生秸秆

近 9 亿吨，未利用的约 2 亿吨。利用农作物的

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发电，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

消费，防止秸秆露天焚烧污染环境。但是，农

林废弃物发电面临补贴滞后；不允许向非农业

生产者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等问题。此外，农

林废弃物收集难、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高也是

现实的障碍。一些企业还种植生产生物柴油的

植物，但是由于全球石油价格低廉，生物柴油

企业面临严峻的困难，大约 90% 的企业处于停

产或者半停产状态。

能源转型的政策建议

对于火电的发展，按照统一部署，北京市

各城区和平原农村 2016 年开始大力推行“煤改

电”和“煤改气”工程，2016 年已经有 463 个

村冬季取暖不烧煤。通过价格补贴，让居民将

落后的燃煤家用器具改换成燃电、燃气的家用

电器，促进居民使用电力和燃气，让电力和燃

气获得居民的信赖，按计划淘汰散煤的使用。

为了保障转型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基层政

府要对改造情况进行巡查监督，若发现烧散煤

现象应及时进行制止和处罚。目前，绝大部分

火电厂已拥有超低排放的技术能力，然而效果

并不明显，说明火电厂的环保设施的运营存在

问题，或者由于经济不景气，不完全发电导致

亏损，企业再运行污染处理设施成本接受不了。

因此，建议火电厂的环保设施必须要进行严格

的监督管理，不定期对环保设施的投入运营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一旦发现未按规定投入运营

或者擅自改装软件设备等违法现象，应该及严

厉打击。

对于水电的发展，建议在特定的地区发展

水电，比如西藏、云南等地的水电发展潜力较大，

但是要避免盲目建设水电工程，必须要经过科

学论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大力

推进全国水电联网工程和电力的调度工作，做

好电力的输送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落后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电力能够顺利输送出来。

对于核电的发展，要合理布局并安全发展。

为了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免遭

破坏，建议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核电。与内陆

地区相比，沿海地区如若发生核泄漏事故，安

全和环境风险容易控制一些，因此要尽量避免

在内陆地区发展核电。

对于风电和太阳能的发展，要及时落实国

家补贴和其他扶持措施。要加强对风电和太阳

能开发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加强太阳能核心技

术的研发，提升风电设备质量，早日拥有核心

技术和知识产权，摆脱太阳能原料的进口现状，

降低风电、太阳能的发电成本，提高利润空间，

增强产业投资的开发信心。要继续提高并网的

技术水平，提高风电、太阳能电量的利用率。

对于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要明确农林废弃

物发电产业为环保型产业。由于生物质能源相

比于其他能源成本高、资金压力大，所以需要

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需要及时发放电价补

贴并且支付农林废弃物的处理费用和大气污染

专项治理资金，同时可以对农林废弃物的收集

和运输减免税费；加强土地的流转和平整，加

快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工作，

促进土地规模化和机械化耕作，为桔梗的机械

化收集和运输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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