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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再生能源属于清洁能源，利用可再生能源补充或替代常规能源，可以起到保护和
改善环境的作用。此外，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的能量，可循环
再生，永续利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理想的动力源，所以各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都十分重视。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相对落后、能源企业行为失
范和可持续性差等问题，以上问题的存在致使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政府采取何种手
段，如何促进可再生能源健康、快速发展，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在此背景下，在系
统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对财政政策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地位、如何利用财政
政策解决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及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果展开深入
地分析。

首先，跳出从技术落后、融资困难等角度寻找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原因的传统思路，
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从地租理论的视角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
了分析，提出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租金的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观点。

其次，认为财政政策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租金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对促进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两大宏观政策的分析，明确了财政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原理；然后通过对
财政政策适用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可行性分析，认为可再生能源符合实施财政政策的前
提，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稳定能源供给和减少污染排放能够促进社
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之后，本书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找到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
的制订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经验；最后，以我国为例，构建了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框
架。在框架中，本书对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目标、原则、主要内容以及政策评价的指标
体系进行了探究，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实现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与其他产业政策之间
的协调与衔接。

再次，用财政政策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构建
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财政政策机制。本书首先阐释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瓶颈的三
个主要表现：即可再生能源技术贡献率低、技术积累不足和技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
约显著，然后以动力机制的视角对能源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剖析了不同发展阶段可再
生能源的技术特征，进而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不确定性的存在，制约了可再生能源
新产品的开发、投资，也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利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书深入剖
析了政府财政政策与导致企业研发不确定性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可再生能源的财
政激励模型。通过研究不同激励方式所适用的不同条件，为科学制订促进可再生能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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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的财政政策提供了思路；二是对规范可再生能源企业行为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分
析。在可再生能源财政补贴政策中常用的定价方式下，企业存在恶意压低价格、投资消
极和拖延建设项目等不规范现象。本书认为这种不规范现象是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
化做出的理性选择。然后，以成本—收益理论为工具，对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制订
者———政府和被作用者———企业展开分析。在深入分析双方成本收益的基础上，以我国
风电特许权招标为例，利用博弈论对政府和企业在招标前后的行为选择进行了分析。从
理论上揭示了可再生能源企业投机行为的根源，并进一步指出单个企业的合理决策与整
个产业发展之间是矛盾的。之后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制订的误区，并对如何规范
企业的行为给出了政策建议；三是构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公平与效率的财政政策机
制。为了更科学地制订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本书从更长的时期对传统化石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的成本与价格进行了推测，以求从趋势上把握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财政扶持的力
度。以此为基础，结合帕累托理论，探讨了实现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效率的原理。然后，
以不可逆理论为视角，探讨了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失误对后代人能源消费的损害，并进
一步探索了如何通过帕累托改进的思路实现能源消费的代际公平。最后，在以上分析的
基础上，探讨了兼顾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效率与公平的实现机制。

最后，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书先
对我国能源不同发展阶段中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从而把握了我国可
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的脉络。然后，从发展速度、规模和结构角度对我国可
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并
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支持政策的完善提供了一些建
议。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技术进步；企业行为；公平与效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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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ｇ，ｉｔ ｆｏｕｎｄ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ｏ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ｔ ｂｕｉｌ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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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ｓ ｌｏｗ，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ｘｉｓ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Ｄ，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ｎ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ｃ，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ｏｌｉ
ｃｙ ｕｓｅｄ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ｎ，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ｋｅｒｓ －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ｓｔ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ｂｉｄｄｉｎｇ，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ｂｙ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ｎ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ｙ，ｉｔ ｈａ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ｔｏ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ｓ
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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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ａｒｅ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ｓ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５·

摘　 　 要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１）
!!!!!!!!!!!!!!!!!!!!!!!!!!!!!

　 １． １研究背景 （１）
!!!!!!!!!!!!!!!!!!!!!!!!!!!!

　 １． ２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３）
!!!!!!!!!!!!!!!!!!!!!!!!

　 　 １． ２． １国外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３）
!!!!!!!!!!!!!!!!!!!!

　 　 １． ２． ２国内研究现状 （４）
!!!!!!!!!!!!!!!!!!!!!!!!

　 　 １． ２． ３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评价 （６）
!!!!!!!!!!!!!!!!!!!

　 １． ３研究的方法 （６）
!!!!!!!!!!!!!!!!!!!!!!!!!!!

　 　 １． ３． １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６）
!!!!!!!!!!!!!!!!!!!!

　 　 １． ３． ２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６）
!!!!!!!!!!!!!!!!!!!!

　 　 １． ３． ３数理模型分析法 （７）
!!!!!!!!!!!!!!!!!!!!!!!

　 　 １． ３． ４对比分析法 （７）
!!!!!!!!!!!!!!!!!!!!!!!!!

　 １． ４研究思路与框架 （８）
!!!!!!!!!!!!!!!!!!!!!!!!!

　 １． ５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１１）
!!!!!!!!!!!!!!!!!!!!!

第二章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遇与存在的问题 （１３）
!!!!!!!!!!!!!!!

　 ２． １概念的界定 （１３）
!!!!!!!!!!!!!!!!!!!!!!!!!!!

　 　 ２． １． １什么是能源 （１３）
!!!!!!!!!!!!!!!!!!!!!!!!!

　 　 ２． １． ２可再生能源的界定 （１３）
!!!!!!!!!!!!!!!!!!!!!!

　 　 ２． １． ３可再生能源的经济特性 （１５）
!!!!!!!!!!!!!!!!!!!!

　 ２． ２机遇：可再生能源是人类能源利用的必由之路 （１７）
!!!!!!!!!!!!

　 　 ２． ２． １可耗竭能源储量的制约 （１７）
!!!!!!!!!!!!!!!!!!!!

　 　 ２． ２． ２人类生存环境的要求 （２０）
!!!!!!!!!!!!!!!!!!!!!

　 　 ２． ２． ３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２１）
!!!!!!!!!!!!!!!!!!!!!

　 　 ２． ２． ４可再生能源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 （２２）
!!!!!!!!!!!!!!!!

　 ２． ３问题：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２５）
!!!!!!!!!!!!!!

　 　 ２． ３． １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利润低 （２５）
!!!!!!!!!!!!!!!!!

　 　 ２． ３． ２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无序性明显 （２８）
!!!!!!!!!!!!!!!!!

　 　 ２． ３． ３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差 （２９）
!!!!!!!!!!!!!!!!!

　 ２． ４发展滞后是可再生能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３２）
!!!!!!!!!!!!!

　 　 ２． ４． １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的表现 （３２）
!!!!!!!!!!!!!!!!!!

　 　 ２． ４． ２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的理论解析 （３２）
!!!!!!!!!!!!!!!!

　 ２． ５小结 （３５）
!!!!!!!!!!!!!!!!!!!!!!!!!!!!!!

·１·

目　 　 录



第三章　 财政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手段 （３７）
!!!!!!!!!!!!

　 ３． １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两大宏观政策 （３７）
!!!!!!!!!!!!!!!!

　 　 ３． １． １财政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理 （３７）
!!!!!!!!!!!!!!

　 　 ３． １． ２货币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理 （４２）
!!!!!!!!!!!!!!

　 ３． ２财政政策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途径 （４４）
!!!!!!!!!!!!!

　 　 ３． ２． １财政政策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适用性分析 （４４）
!!!!!!!!!!!!!

　 　 ３． ２． ２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的优越性分析 （５１）
!!!!!!!!!!!!!

　 　 ３． ２． ３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５４）
!!!!!!!!!!!!!!

　 ３． ３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三大特点 （５９）
!!!!!!!!!!!!!!!!!!

　 　 ３． ３． １政策设计的前瞻性 （５９）
!!!!!!!!!!!!!!!!!!!!!!

　 　 ３． ３． ２政策实施的高投入 （６０）
!!!!!!!!!!!!!!!!!!!!!!

　 　 ３． ３． ３政策执行的复杂性 （６０）
!!!!!!!!!!!!!!!!!!!!!!

　 ３． ４国外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吸收与借鉴 （６１）
!!!!!!!!!!!!!!!

　 　 ３． ４． １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 （６２）
!!!!!!!!!!!!!!!!

　 　 ３． ４． ２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 （６７）
!!!!!!!!!!!!!!!

　 　 ３． ４． ３吸收与借鉴 （６９）
!!!!!!!!!!!!!!!!!!!!!!!!!

　 ３． ５小结 （７３）
!!!!!!!!!!!!!!!!!!!!!!!!!!!!!!

４第四章　 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 （７４）
!!!!!!!!!!!!!!!!

　 ４． １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目标 （７４）
!!!!!!!!!!!!!!!!!!!!

　 ４． ２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基本原则 （７５）
!!!!!!!!!!!!!!!!!!!

　 　 ４． ２． 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７６）
!!!!!!!!!!!!!!!!!!!!

　 　 ４． ２． ２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 （７７）
!!!!!!!!!!!!!!!!!!!!!

　 　 ４． ２． 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７７）
!!!!!!!!!!!!!!!!!!!!!

　 ４． ３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７８）
!!!!!!!!!!!!!!!!!!

　 ４． ４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绩效的评价 （８０）
!!!!!!!!!!!!!!!!!!

　 ４． ５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衔接与配套 （８１）
!!!!!!!!!!!!

第五章　 技术支撑：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财政政策分析 （８３）
!!!!!!!!

　 ５． １技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瓶颈 （８３）
!!!!!!!!!!!!!!!!!!

　 　 ５． １． １可再生能源技术贡献率低 （８４）
!!!!!!!!!!!!!!!!!!!

　 　 ５． １． ２可再生能源技术积累不足 （８５）
!!!!!!!!!!!!!!!!!!!

　 　 ５． １． ３技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约显著 （８７）
!!!!!!!!!!!!!!!

　 ５． ２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特征解析 （８９）
!!!!!!!!!!!!!!!!!!

　 　 ５． ２． １能源技术的发展阶段———基于动力机制的视角 （８９）
!!!!!!!!!!

　 　 ５． ２． ２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特征 （９１）
!!!!!!!!!!!!!!!!!!!!

　 　 ５． ２． ３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分析 （９７）
!!!!!!!!!!!!!!

　 ５． ３技术进步不确定性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 （９８）
!!!!!!!!!!!!!

　 　 ５． ３． １技术进步不确定性与新产品开发 （９８）
!!!!!!!!!!!!!!!!

　 　 ５． ３． ２技术进步不确定性与投资 （９９）
!!!!!!!!!!!!!!!!!!!

·２·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５． ３． ３技术进步不确定性与利润 （１００）
!!!!!!!!!!!!!!!!!!

　 ５． ４财政政策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作用分析 （１０２）
!!!!!!!!!!!!

　 　 ５． ４． １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新范式：政府扶持 （１０２）
!!!!!!!!!!!!

　 　 ５． ４． ２财政激励模型的构建 （１０３）
!!!!!!!!!!!!!!!!!!!!

　 ５． ５小结 （１０６）
!!!!!!!!!!!!!!!!!!!!!!!!!!!!!

第六章　 微观治理：规范可再生能源企业行为的财政政策分析 （１０７）
!!!!!!!!

　 ６． １企业投机行为对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挑战 （１０７）
!!!!!!!!!!!!

　 　 ６． １． 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模式 （１０７）
!!!!!!!!!!!!!!!!!

　 　 ６． １． ２对存在问题的剖析 （１０９）
!!!!!!!!!!!!!!!!!!!!!

　 ６． ２财政政策的政府导向解析 （１１２）
!!!!!!!!!!!!!!!!!!!!

　 　 ６． ２． １政府制订政策的理论基础 （１１２）
!!!!!!!!!!!!!!!!!!

　 　 ６． ２． ２政策执行中的政府行为倾向 （１１４）
!!!!!!!!!!!!!!!!!

　 　 ６． ２． ３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成本和收益 （１１６）
!!!!!!!!!!!!

　 ６． ３可再生能源企业对财政政策的诉求 （１１７）
!!!!!!!!!!!!!!!!

　 　 ６． ３． １企业与企业行为 （１１７）
!!!!!!!!!!!!!!!!!!!!!!

　 　 ６． ３． ２政府政策下的企业行为分析 （１１８）
!!!!!!!!!!!!!!!!!

　 　 ６． ３． ３可再生能源企业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 （１２１）
!!!!!!!!!!!!

　 ６． ４政企博弈均衡分析———以风电特许权招标为例 （１２２）
!!!!!!!!!!!

　 　 ６． ４． １中标前政府与企业的博弈 （１２３）
!!!!!!!!!!!!!!!!!!

　 　 ６． ４． ２中标后企业与政府的博弈 （１２４）
!!!!!!!!!!!!!!!!!!

　 　 ６． ４． ３以博弈模型为基础的政策取向分析 （１２６）
!!!!!!!!!!!!!!

　 ６． ５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误区 （１２６）
!!!!!!!!!!!!!!!!!!!

　 　 ６． ５． １防止企业对财政支持政策的路径依赖 （１２７）
!!!!!!!!!!!!!

　 　 ６． ５． ２防止财政支持政策的静态化 （１２８）
!!!!!!!!!!!!!!!!!

第七章　 宏观保障：对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分析 （１３０）
!!!!!!!!

　 ７． １可再生能源财政支持力度的测算 （１３０）
!!!!!!!!!!!!!!!!!

　 　 ７． １． １传统能源价格变化趋势的测算 （１３０）
!!!!!!!!!!!!!!!!

　 　 ７． １． ２可再生能源成本变化趋势的测算 （１３５）
!!!!!!!!!!!!!!!

　 　 ７． １． ３可再生能源成本与能源市场价格差异的变化趋势 （１３７）
!!!!!!!!

　 ７． ２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率标准 （１３９）
!!!!!!!!!!!!!!!!!

　 　 ７． ２． １效率的经济学解读 （１３９）
!!!!!!!!!!!!!!!!!!!!!

　 　 ７． ２． ２可再生能源财政支持政策的效率分析 （１４０）
!!!!!!!!!!!!!

　 ７． ３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公平取向 （１４２）
!!!!!!!!!!!!!!!!!

　 　 ７． ３． １政策结果的不可逆性对公平的影响 （１４２）
!!!!!!!!!!!!!!

　 　 ７． ３． ２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代际公平分析 （１４４）
!!!!!!!!!!!!!

　 ７． ４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１４６）
!!!!!!!!!!!!!!

　 　 ７． ４． １保障可再生能源政策效率的措施 （１４６）
!!!!!!!!!!!!!!!

　 ７． ４． ２实现能源消费代际公平的补偿机制 （１４８）
!!!!!!!!!!!!!!!

·３·

目　 　 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７． ５小结 （１５０）
!!!!!!!!!!!!!!!!!!!!!!!!!!!!!

第八章　 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１５２）
!!!!!!!!

　 ８． １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嬗变 （１５２）
!!!!!!!!!!!!!!!!!

　 　 ８． １． １强调能源生产阶段 （１５２）
!!!!!!!!!!!!!!!!!!!!!

　 　 ８． １． ２强调能源节约阶段 （１５４）
!!!!!!!!!!!!!!!!!!!!!

　 　 ８． １． ３强调能源清洁与可再生阶段 （１５６）
!!!!!!!!!!!!!!!!!

　 ８． ２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的效果 （１５９）
!!!!!!!!!!!!!!!!!

　 　 ８． ２． 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分析 （１６０）
!!!!!!!!!!!!!!!!!

　 　 ８． ２． ２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结构分析 （１６２）
!!!!!!!!!!!!!!!!!

　 　 ８． ２． 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分析 （１６３）
!!!!!!!!!!!!!!!!!

　 ８． ３我国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１６６）
!!!!!!!!!!

　 　 ８． ３． １当前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存在的不足 （１６６）
!!!!!!!!!!!!!

　 　 ８． ３． ２可再生能源财政政策不足的原因剖析 （１７０）
!!!!!!!!!!!!!

　 ８． ４政策建议 （１７１）
!!!!!!!!!!!!!!!!!!!!!!!!!!!

　 　 ８． ４． １持续提高对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支持力度 （１７１）
!!!!!!!!!!!!

　 　 ８． ４． ２进一步重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 （１７２）
!!!!!!!!!!!!!!

　 　 ８． ４． ３统筹政策的完善制订与强化执行 （１７３）
!!!!!!!!!!!!!!!

　 　 ８． ４． ４建立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体系 （１７３）
!!!!!!!!!!!!!!!

　 　 ８． ４． ５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１７４）
!!!!!!!!!!!!!!!!!!!!

参考文献 （１７６）
!!!!!!!!!!!!!!!!!!!!!!!!!!!!!!

作者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简介 （１８８）
!!!!!!!!!!!!!!!!!!!!!

致谢 （１９０）
!!!!!!!!!!!!!!!!!!!!!!!!!!!!!!!!

·４·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书书书

第一章　 导论

１． １　 研究背景

回顾能源利用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能源利用可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即薪
柴能源阶段、煤炭能源阶段和化石能源阶段。首先，在人类经济活动早期，生产不发达，
薪柴的利用就可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其次，在工业革命初期，由于以蒸汽机为动力
机械的大量应用，生产、生活采用了能量密度更高的煤炭作为主要的能源。再次，到了二
十世纪中叶，北美、中东、北非大油田的发现以及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运输工具大量进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效率更高的化石能源成为人类能源利用的主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
在。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１９７３年西方世界能源危机
以前，全球的能源消费以年均５％的速度增长。截止到１９７３年，全球一次能源（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消费达５７４３． ０１百万吨油当量，２００６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１０８７８． ４６百
万吨油当量，相当于１９７３年的１． ８９倍，年均增长率为２． ８１％。① 虽然人类尽量通过应用
新的技术来减少能源的使用，但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却是一个铁的事
实。欧盟委员会的报告《２０３０年世界能源、技术和其后政策展望》预测，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３０
年，世界能源需求年均增长仍达到１． ８％左右。然而，与人类社会的不断需求相反，世界
能源储备却相对十分有限。截止到２００６年底，全球石油储量为１４６５亿吨，煤炭储量为
９０９０． ６４亿吨，天然气储量为１８１． ４６万亿立方米，这些能源仅够我们未来几十年的使用。
可见，未来不可再生能源资源逐渐枯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急需新的能源形
式来替代它。

可再生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所产生的能量，多
数能源形式具有永续利用、永不枯竭的特点，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很小。
相对于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具有明显的优势，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理想的动力来
源。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竞相发展。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战略关注的焦点。如１９９７年，欧盟颁布了可再生能源
发展白皮书，制订了２０１０年可再生能源要占欧盟总能源消耗的１２％，２０５０年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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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数字来源于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并经过加工整理。一吨油当
量大约相当于１千万大卡的热量。



在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构成中要达到５０％的目标。又如日本１９９３年实施了“新阳光计
划”，加速光伏电池的开发利用，计划到２０１０年安装７６０万千瓦的太阳能电池。另外，美
国提出了逐步提高绿色电力的计划，主要通过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来实
现计划。甚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等，也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计划，并且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由此可知，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未来能源战略的重点。尽管世界各国对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有的比例依然很
小。①

就我国而言，截止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煤炭储量为３２６１． ２６亿吨，石油储量仅为
２８３２５３． ７７万吨，天然气储量仅为３２１２３． ６３亿立方米，②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能源
储产比还要低一些，能源储备短缺状况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制订了“可再生能源‘十一
五’发展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２． ２亿吨标准煤，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８．
５％，其中水电总装机容量为１． ４５亿千瓦，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６００万千瓦，除水能外，
其他可再生能源开发量占其资源总量的比重微乎其微。更加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煤炭在
能源结构中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６６％逐年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５％，而水电却由８． ２％下降
到了７． ９％，出现了煤炭替代水能的现象。③ 这与我国不可再生能源储量有限，急需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现状背道而驰。

多位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较低的原因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落后，能源转换率较低，实用性还不够强；二是成本较高，可再
生能源一次性投入较高，导致能源的单位成本较高；三是资金短缺，由于可再生能源产业
的利润回报率较低，难以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四是市场狭小，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
经济性与现有电网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其市场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以上因素的存
在，使可再生能源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快速发展。鉴于可再生能源正的外部性以及
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政府的力量，利用财政手段，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给予扶持，是一条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的现实路径。然而，如何通过财政支持政策，
不但最大限度地解决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遇到的技术、成本、资金、市场等障碍，又能实现
财政政策的公平与效率，成为加快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必然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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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２００６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仅仅占全球能源消费的２． ４％，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
发电量的３． ４％。数据来源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７———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其中可再生能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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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方式。

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见李书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的经济学分析》，载于《经济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７期，１３ －

１６页。



１． ２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１． ２． １国外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目前，国外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提高技术入手，以成本收益为基础进

行的静态分析。如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首席经济学家Ｐｅｔｅｒ Ｈ． Ｋｏｂｏｓ，佛蒙特大学环
境和自然资源学院的Ｊｏｎ Ｄ．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和纽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Ｄｒｅｎｎｅｎａ在《技术学习和可再生能源成本：美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本质》一文中认为，制
度政策工具在通过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技术提高获得成本降低和进一步的市场培养发
挥了重要作用。①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院的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Ｏｗｅｎ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
收益评价》中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性通过使用财政手段对电力发电的外部性定
量和替代的或接近商业的技术来实现。②印度技术学院候补水电中心的Ｖａｒｕｎ，Ｓ． Ｋ． Ｓｉｎ
ｇａｌ在《印度利用可再生能源扩大能源需求评论》中回顾了印度的能源需求，分析了印度
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以及其在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方式下的发展前景。③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ＤＬＲ）技术热力研究所的Ｗｏｌｆｒａｍ Ｋｒｅｗｉｔｔ和Ｊｏａｃｈｉｍ Ｎｉｔｓｃｈ在《德国可再生能源法
案———一项当代付清的未来投资》一文中认为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减
少和相关的经济利益的确高于补偿其发电的附加成本。④ 这些研究的特点是过于注重眼
前的成本收益，而对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发展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有的学者对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们通过分析总结过去的政策，对可再生
能源的支持政策进行了反思。如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的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和Ｐｅｔｅｒ
Ｃｏｎｎｏｒ在《英国可再生能源政策（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中总结了英国１９９０年以来主要的可再生
能源政策（ＮＦＦＯ），认为这些政策过于投机，没有充分起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用，
并批评英国２００３年后新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过于不现实。也有的学者对可再生能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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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作用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结论。①如希腊雅典国家技术大学
化学能源系工业和能源图书馆的Ｓ． Ｍｉｒａｓｇｅｄｉｓ、Ｄ． Ｄｉａｋｏｕｌａｋｉ、Ｌ． Ｐａｐａ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ｓ、Ａ． Ｚｅｒ
ｖｏｓ在《社会成本对可再生能源竞争力的冲击———以克里特岛为例》一文中提出，可再生
能源系统与燃烧石油相比成本较高是阻碍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这种对比没有考虑传统能源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成本，该文以克里特岛为例，研究了能
源决策和满足能源需求的替代行动计划对社会成本的影响，认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
的渗透率越高，其社会成本越低。②

１． ２． ２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
一是分析国外已有的政策，从中得到启示或借鉴。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邢晓军

等人在《电力产业重构中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美国的经验》一文中介绍并分析了美国
在进行电力产业重构时，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所采用的系统效益费、可再生能源
份额标准和绿色市场等三种政策方法。③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张希良等
人在《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长期保护性电价制度的问题》一文中对德国实行的对可再
生能源发电上网实施长期保护性电价制度的实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德国实行购电法的
经验和问题，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实行长期保护性电价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提出一
些建议。④国家电力公司战略规划部的刘连玉在《对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考察与思考》一
文中通过考察欧美先进国家制订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些在中
国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思考与建议。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李俊峰在《国内外可再
生能源政策综述与进一步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建议》中介绍了国内外促进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价格、投资、税收、金融、进出口、产业化等方面的主要政策，提出了
我国制订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的若干规定、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税收优惠和优惠贷款
政策以及相应的机构能力建设的具体建议。⑥以上研究吸取了国外政策的有益成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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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政策效果显著的背后原因分析不足。
二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框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赵媛教

授在《世界新能源政策框架及形成机制》中探讨了世界新能源政策的框架基础与形成机
制。其框架基础包括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三个方面，在形成机制上，表现为
“关注外部性”和“持续自生”两大原则及“推动”和“引导”力量。并从新能源产业的“生
产前—生产—市场—消费”四大阶段具体阐述了世界新能源政策框架，力图为我国新能
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借鉴。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
所的任东明在《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中研究了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具体
应包括目标机制、定价机制、交易机制、选择机制和补偿机制五种运行机制。② 庄幸也对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策的思路进行了探讨。③以上学者主要以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过
程为研究对象，而对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过程涉及较少。

三是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预测和评价方法的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
源研究所的李京京等人在《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系统评价方法及实例》一文中认为，目前对
可再生能源的资源评价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论文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特性
以及它与技术、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般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对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系
统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④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的周胜、张希良在《可再生能源
综合评价体系探讨》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可再生能源综合评价体系，为激励
措施的选择和激励强度的确定提供了一些思路。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李继峰在《我
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预测方法研究》中从新技术发展的角度，参考国外方法，提出
利用学习曲线规律和生长曲线规律综合预测，以风力发电为例简单地探讨了我国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发展模式。⑥浙江大学的余有芳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可再生能源开
发及投资决策》一文中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开发和投资决策需要考虑大量复杂的影响
因素。为此，研究了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及投资决策的评价体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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