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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仲颖和任东明等编著的《中国非化石能源之路》在总结分析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世界和我国能源和非
化石能源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速分别为7%、8%和9%）和
单位GDP能耗降速等制约因素，分情景论证了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分析了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的可能性；同时，还研究了在化石能源科学产能的制约
因素下，各种发展情景对应的能源供应缺口，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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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仲颖：男，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能源学会理事，中国沼气学会理事，中国
可再生能源学会农村能源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可再生能源产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
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产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等。

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学位，1984年至1987年在北方交通大学数理系任救
，1989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研院能源系统分析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1989年12月到能源研究所工作，先从事能源供需分析以及能源供应模型的研究，后长期从事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家暨区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可再生能
源立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定价机制、技术商业化推广的产业可持续发展配套政策等领域。

此外，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有丰富的国际合作项目经验，先后执行了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GEF加速中国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能力建设项目，UNDP／GEF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发展项目，WB
（世界银行）／GEF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WB（世界银行）／GEF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项目（
正在进行），2003—2007年兼任UNDP／GEF加速中国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能力建设项目办主任，2009年
至今兼任中丹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的国家项目经理。

主要论著有：《2007／2008／2009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解读》，《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3—2008中国和世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综述》，《可再生
能源科技与产业发展知识读本》《可再生能源政策法规知识读本》，《保定新能源产业基地总体发展
规划》等。

任东明，博士，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管理等工作。
200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获得博士学位。
2000年8月至2002年4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可再生能源配额
制(RPS)和绿色电力交易机制等课题研究。
从2002年开始，负责中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的管理，任项目
办副主任。
后到国家发展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工作，专门从事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可再生能源政策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等方面的研究。
参加了可再生能源立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要支撑课题的研究和起草工
作。
他还先后参加过中国海洋
“126”计划、三峡库区移民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藏东南水电基地开发规划、中国绿色电力市场、中国
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风电特许权等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发表50多篇论文。

高虎，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1997年、2002年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和工学博士学位，目前任
职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从事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副研究员。
高虎参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法律、规划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和起草工
作。
出版物包括《中国风能发展报告2007》、《中国风能发展报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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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阳能光伏发电未来发展趋势以建设高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整体产业链为战
略目标，着力突破太阳能光伏发电目前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优化太阳能光伏产业结构，以提高科技水
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多晶硅制造新工艺和技术、高效低成本太阳能光伏电池、高端太阳
能光伏电池设备、高性能太阳能利用技术为重点，以技术和研究创新为动力，构建以新技术推广应用
促进产业发展的机制，更加突出自主创新、更加突出技术高端化，推动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良性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成本，提高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市场经济性　　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下降需要克服硅材
料生产、电池制备、组件生产、系统集成等各个环节的技术难关，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来突破目前的
技术瓶颈。
未来可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电池效率、降低电池和组件制造成本、提高设备国产化率和降低平
衡系统成本等多个途径降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
　　按照中国光伏产业目前的发展趋势，随着技术进一步提升和装备的全面国产化，初步预计到2015
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初始投资降到1.5 万元/kW，发电成本小于1元／（kW·h），可以在配
电侧达到平价上网。
经过努力，到2020年初始投资有望达到1万元/kW，发电成本达到0.6 元／（kW·h），可以在发电侧
达到“平价上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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