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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发展与风险防控研究
刘　通　王　特

（辽宁科技学院生物医药与化学工学院，辽宁 本溪 117004）

摘要：近年来，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新能源技术越来越先进。在我国，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大，而且能源消费

结构以煤炭为主，因此，控制碳排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 9 月，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首次提出，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双碳政策的提出引导了绿色低碳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新

能源产业发展起来，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大。本文针对当前辽宁省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认识误区、可能引

发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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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包含“碳

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目标，简称为“双碳”目标。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

防范风险’原则。”《意见》对“防范风险”原则也作出了指引：“处

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

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

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本文针对当前各地

在推进双碳目标工作中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认识误区、可能引

发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

一、新能源产业链

新能源产业链是包括技术研发、实验研究、产品推广和技术

应用，更包括企业生产和经营，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

能等异于化石能源并实现工业化的高新技术产业链。新能源产业

链对经济发展和工业产业调整影响巨大：第一，新能源产业链投

入资金较多，技术壁垒较高，产业链长、连带面广，对产业链上

的企业和上下游相关的其他行业企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因其

技术推广和能源成本降低使得相关产业布局发生明显变化，而经

济杠杆效应更能撬动产业新发展，新能源产业链必将成为低碳经

济的新增长极。第二，新能源产业链促进就业明显，成为推动产

业需求、增加内需的抓手。第三，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可优化我省

能源构成、促进产业调整，增加能源利用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化

石能源的依赖。

二、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新能源储量丰富

我省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5000MJ/

m2，除了东部丹东、本溪等山区外，其他地区皆属于太阳辐射强

烈地区，更以朝阳、盘锦、营口、大连等地可利用太阳能资源较多。

我省的地热资源储量较大。根据公开资料，省内地热储量折

合为 100 亿吨标准煤。目前拥有地热点 66 处，其中 9O℃ 2 处，

60—9O℃ l3 处，25—60℃ 51 处，大规模开发 1O 余处。按照地质

学分析，中新生代盆地辽宁地热储量丰富。辽宁中部地区 11 处，

辽东 45 处，辽西 28 处，总计新生代盆地 84 个

我省可利用风能资源较多，陆地上距离地面 1O 米处的风能

资源总量约为 5400 万千瓦，海上风能资源总量在 1 亿千瓦以上，

我省面积的 40％以上具备开发风能条件。丹东、大连、营口、盘锦、

锦州、葫芦岛等是临海强压型风能丰富区，在我们国家实属罕见，

阜新、朝阳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是强大的风力收缩区，风能资

源更加丰富。

（二）新能源产业方兴未艾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省光伏产业快速发展，锦州光伏工

业园区已形成了非晶薄膜电池、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硅片、单晶

硅、多晶硅、工业硅等为主导产业光伏产业链，是我省的生产

光伏产业基地。太阳能发电在阜新市建立六个电场，光伏发电

1000MW，光热发电 80MW，发电产业规模达到 1080MW。该市建

成风力发电场 9 座，依托强大的风力资源，已形成 1000 万 KM 发

电能力。

综上所述，我省新能源产业宏观上规划较好，没有低水平重

复建设，各个市有自己的建设重点。阜新、朝阳、锦州等形成光

伏产业链。以沈阳工业大学风能研究所为龙头，已研制出三大类

16 个品种风力发电机组，全部通过国家、部级技术鉴定，成为风

电产业链上的领跑者。

三、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目前在技术、经济、环境、人才等四方面存在问题。

（一）技术方面

1. 技术的研发投入。辽宁省对新能源项目的资金投入巨大，

辽宁省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一一大连驼山风电场总投资 28 亿元，

但新能源企业与传统行业不同，其研发投入巨大，研发经费为传

统行业研发经费的四倍以上，越到接近产业化，接近工程化，投

入越高，因此在辽宁省新能源企业中普遍存在研发经费不足的现

象。

2. 技术实力与先进性。辽宁省建立了多个新能源科研机构，

像大连环科院、辽宁能源所等。我省缺乏全省统一的创新平台共

同攻关和技术推广产业化，而许多新能源的核心技术还是依靠国

外的技术，技术障碍导致了高成本，同时抑制了市场规模的发展。

（二）经济方面

1. 生产成本较高。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产业的生产成本都

普遍高，一般来说，太阳能发电生产成本比火力发电高 3 倍，风

力发电成本比火力发电高 1 倍，生产成本高企是我省企业需要面

临的首要问题。

2. 对新能源产业生产能力支撑。我省风能利用规模居全国第

4 位；光伏利用规模居全国第 2 位；省会沈阳地源热泵技术利用

规模占全国地源热泵技术有效应用面积的一半以上。

（三）营商环境

1. 政策支持。我省利用政府补贴、发展光伏的土地政策、税

收政策等对太阳能产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在勘察、开发、利用和

保护地热资源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我省仍未建立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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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政策法规不健全，部门机构不协调，

对产业发展支持力度不一致。

2. 环境友好。污染严重是我省这个重工业为主产业发展的首

要问题，我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高度相关，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将减少生态环境压力与破坏，保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四）人才供给

人才供给情况。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人才需求不断

扩大，但是我省能源化工特别是新能源相关人员培养不足，相对

与其他兄弟省份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力度不足。

总之，目前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以下问题：新能源产业

技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性不足；省内新能源研究和技术推广

时间不长，研究、实验、产业化发展链条不协调等问题，除了沈

阳工业大学引领的风电技术自有度高以外，其他新能源产业自主

研发能力不强。人才供应不足，研发经费不足，企业生产贷款困难，

政策法规不健全，部门机构不协调，对产业发展支持力度不一致

也是掣肘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度的因素。

四、辽宁省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风险的应对措施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十四五”期间，尤其在“双碳”

目标的国内大背景下，综合分析国家的政策导向，新能源产业仍

然是辽宁省发展潜力最大、发展优势最明显的产业。为了更好地

发展辽宁省新能源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竞争优势，提升竞争能力

一直以来，辽宁省坚持用资源换设备，通过出让优质的风光

资源不断引进风电、光电装备制造企业在当地发展，重点发展新

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取得了一些成效，还需进一步坚持和引进更

多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在壮大装备制造业的同时要健全和完善装

备制造业产业链。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影响下，更加凸显

出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可以参照学习周边市区

的相关政策，来提高竞争优势。比如：

1. 继续规划大型风电、光电基地。例如阜新市就规划了大型

光伏产业园，规划建设百万千瓦级的光伏发电基地。

2. 增加财税支持资金。例如辽西地区设立承接产业转移专项

资金，为重点产业转移项目落地提供支持和优惠，不断吸引风电、

光电企业转移过去，增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3. 优惠用地政策。优惠用地政策，积极吸引风电、光电及装

备制造企业、项目入驻当地。

4. 增加产业扶持力度。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国家产业布局

和专项规划，优先布局建设煤炭、电力等项目，政策上给予扶持，

增加产业扶持的力度。

5. 加大政府奖励资金支持和投入。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

府就颁布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及财政奖励资金实施办法》，把

风电、太阳能新能源产业纳入奖励范畴，给予资金投入优惠和支持。

（二）增加就地消纳能力，减缓新能源消纳压力

新能源产业发展必须把握“供给”和“消纳”两个问题。“供

给”就是保障新能源的电量能够“发得出”，主要以风电、光电

基地为基础，以煤电、水电为配套调峰电力支持，发出稳定、环保、

安全的电量。“消纳”就是保障新能源的电量在当地直接使用，

或者通过特高压、高压输送通道能够送出去。可见，一方面就是

增加当地消纳能力，当地可以引进高载能行业企业进行高耗能生

产、大规模用电，直接消耗使用新能源电力。同时，大力发展储

能技术和应用，不断提高电力存储能力，增加调峰能力。另一方面，

就是依托特高压、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输送通道，将部分新能源电

力输送出去，缓解周边省市的电力消耗压力。但是，从长远发展

的战略角度来看，就地消纳更加经济、实用，更有利于当地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因此，要继续加大引进企业力度，争取更多的高

载能行业企业入驻辽宁，不断提高就地消纳的能力。与此同时，

还要争取引进一批高新科技企业，比如硅碳产业、氢能产业、储

能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在不断提高就地消纳能力的基础上，增

加高新科技含量，持续完善整个产业链，更好地带动域内经济发展。

（三）持续增强电网调峰能力和水平，保障新能源下一步的

发展速度和质量

电网调峰其实是一个难题，尤其随着装机量的不断增加，电

网调峰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会制约和限制新能源的发展。因此

在调峰能力和水平方面，辽宁省要进一步不断增加电网调峰的能

力来支撑风电、光电装机容量的发展需求。截止目前，辽宁省已

经初步形成风电、光电、水电、火电、储能多能并存的发展格局，

但是，还需要这几个方面相互协调、继续融合、不断促进、共同发展。

（四）提升对新能源企业的管理和服务保障

首先，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持续构建服务型

政府，加大对新能源企业的管理力度和服务保障水平，包括日常

的管理监督、针对性的政策倾斜、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引导企业

技术更新、财税支持、融资投资等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创新方

面，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未来的竞争其实主要集中在科学

技术创新方面。因此要紧抓科学技术创新，新技术、新科技将会

带来新的经济发展，目前在新能源、绿色循环经济、降碳排放方

面都存在科学技术瓶颈，急需攻克进步。一方面，要加强本地企

业和国内、省内科研院所、高校的交流合作，做好牵线搭桥工作，

注重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产业发展中。另一方面，要

加强高新科技人才引进，争取专项财政支持人才引进工作。同时，

更重要的是用好本地人才，对本地具备高科技技术研发的人才予

以专项政策鼓励和激励，提高本地人才的积极性。

此外，要大力鼓励和发动当地企业攻克高新科技技术难题，

从政策、财政、人事待遇方面都予以鼓励和支持，提高企业的科

研积极性。总之，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应当牢牢

抓住“双碳”的重大机遇，补齐短板、扩大优势，进一步做大做

强辽宁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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