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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	and	building	a	“clean,	 low-carbon,	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ystem. The 2020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explicitly proposed that the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 work 
should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structure, promote the early peak of coal 
consumption, and vigorously develop new energy. This show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the path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low-
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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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新能源技术发展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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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关键时期，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决议。由
此可见，走能源转型和低碳技术创新之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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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光伏和风力发电及制氢、城市生活垃圾制氢和 CO2 加

氢制甲醇和乙醇技术，可以克服传统的资源利用手段，使资

源再生或绿色循环利用，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通过光

伏和风力发电产生的电能清洁无污染，利用产生的电能电解

水，可以产生绿色能量氢能，氢能是清洁绿色能源，是实现

能源变革的重要媒介。将煤化工等企业排放的 CO2 和城市

生活垃圾综合利用，既可以变废为宝，又达到碳减排的目的，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同时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

重要的意义。

2 新能源技术专利发展现状分析

新能源技术是高技术的支柱，包括核能技术、太阳能

技术、海洋能技术、地热能技术等。其中，核能技术与太阳

能技术是新能源技术的主要标志，对太阳能、核能的开发利

用，打破了以石油、煤炭为主体的传统能源观念，开创了能

源的新时代，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中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技

术知识产权保护，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 57 家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其中多家面向新能源产业提供产权保护。以中国

（宁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例，其通过不断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进一步巩固了宁德时代全球锂电供应的龙头地位。

2.1 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趋势请量
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但在

个别年份申请量呈现略微下降，这表明新能源技术整体趋势

向好的方向发展，个别年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波动等外

界因素影响，行业发展出现放缓的趋势。2020 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市场需求量下降，国家对新能源部分产业

的补贴减少，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下降，出现首次下滑。

但这只是短暂性的，在中国政府推进新能源技术落地发展而

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政策及人类对生态环境高质量要求下，

必然会推动中国新能源技术高水平发展，并使其上升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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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更高的台阶。截至检索日（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1 年提交的部分专利申请仍未公开，2021 年的申请数据

不够全面，同时 2022 年提交并公开的专利申请仅占很小比

例，因此不作参考 [1]。

2.2 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人
2013—2021 年，新能源技术申请量最高的是恒大新能

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申请量达到 1004 件，在排名前

十公司中专利申请量占比 38.36%。该公司是恒大集团旗下

的龙头企业，是国家动力电池和电池系统系列标准的主要制

定者之一，是中国第一批符合工信部《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

规范条件》的企业，并且是国内率先批量提供三元叠片软包

装动力锂电池及将三元锂电池产品出口到日本的中国企业。

目前，该公司已成为恒驰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科尼赛克、

长安汽车、东风特汽、江铃集团等多家主流车企的电池供应

商，其 2018—2019 年动力电池产量及装机量均排名行业前

十，软包动力电池稳居行业前三。

3 “双碳”背景下新能源应用

3.1 太阳能
太阳能是中国最早期发展的新能源类型。太阳能发展

初期，是人们热量供给的重要来源，把太阳能板聚集到同一

处，可以利用太阳能聚合增强获取热能。例如，目前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太阳能热水炉，便是根据这一理论发展而

成的；在后期太阳能的发展中，我们对太阳光中能量广的性

质研究也越来越广泛，人们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太阳能经

过导体收音机的光电转换，就可以把光能转化为能量，因此

把太阳能直接运用到电能供给系统中，现在常用的太阳能电

池片，便是利用半导体收音机元件组合成光能变流器，进行

能量存储。太阳能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能源供应形

式，人们主要通过太阳能的光电转化提供能量，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较小、消耗的辅助资源类型材料简单，同时能量传递

的安全性也很好，对能量传递的外界空间限制较小，可以适

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2]。

3.2 水能
当前，中国利用的水力发电技术大致分为河川筑坝人

工能量提供、海洋天然能量利用二类模式。人工建设水电站

发电，利用人工控制水量，并利用河川运动所带来的动力实

现能量转化；而河川筑坝发电新能源运用则存在着相当大的

发展局限，因为人工新能源利用前期的技术较少，水力利用

也必须大量进行，需要重新进行对河川的规划，相比于利用

海洋的自然能量，附加成本也更高；而新型海洋能的新能源

供给，则需要把海洋总体的运行规律、演变过程看成是一条

新能源供应系统。当海洋涨潮、海浪、气温、盐分和水流的

运动形态发生变化后，就可以形成海洋能量，从而产生能源

供应并产生能源供应循环体，当海洋能进行了能量传递之

后，就以海洋为重要动力源，而不会形成其他的附加能量了，

但海产资源研发的科技投入比例较大，而研究应用的投资比

例也较多。

3.3 风能
风力发展技术一般是指运用社会自然状态，把风能转

变成为能量发生的重要来源，风力技术出现后，其应用领域

十分广泛，除形成简单的风能发电结构之外，基本没有其他

辅助技术，同时通过风力的发展既可利用发电设备转化为能

源，又可利用能源的聚集结构，从而实现能量收集利用，是

替代煤炭等非可再生能源的第一选择。因此，当前中国风力

技术发展还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在社会资源应用中占有重要

地位 [3]。

4 新能源技术实施的路径分析

4.1 太阳能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太阳能技术中应用得较普遍的形式是太阳能热水系统，

即借助太阳能集热器收集太阳辐射产生的热能，达到加热目

的，替代传统热水系统中的不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技术在热

水系统中的应用较之传统系统更具环保性与节能性，成本损

耗方面也有明显降低。基于这一优势，太阳能技术被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到了现代化建筑设计中。热水系统是建筑设计中

的必要系统，热水系统使用便捷性与可靠性也是评价建筑设

计水平的重要条件，为满足用水便捷性及后续维护流程需

求，建筑设计中热水系统通常采用分体承压双回路太阳能热

水系统，再加上微电脑温差自动控制器与电辅助加热模式，

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更多优势。根据建筑设计需

求，现代建筑有许多将设备及组件安装在建筑外墙表面，能

够替代传统建筑外墙，最大限度降低能源消耗。同时，新能

源技术应用于建筑外墙，可隔绝外界环境噪音，提升建筑隔

音性，为建筑内居民或工作者提供安静、健康的生活工作环

境，提升人们居住、生活的舒适性。新能源技术应用于建筑

外墙的过程，需综合分析建筑设计特点、功能需求和设备特

性等，基于建筑节能减排要求，积极协调和优化设计方案，

提升新能源技术与建筑外墙设计技术的匹配度，增加建筑物

的科学性、便捷性和实用性，为人们的居住、工作提供便利。

4.2 地热能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与太阳能相同，地热能也是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中被广

泛应用的新能源技术之一，地热能属于清洁能源，应用过程

中不会产生污染，是实现建筑设计节能环保目标的有效方

式。现阶段，建筑设计中主要将地热能用于热交换装置，充

分利用地表下土层的温度，实现与房屋内部的换热。尤其在

中国北方的冬季，天气条件相对极端，仅屋内取暖就要消耗

大量的资源，而地热能热交换取暖的方式又大幅度减少了资

源消耗，在地热资源丰富的地区，还能为热水供应以及建筑

用电提供助力，降低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节约资

源的同时满足现代化建筑减耗、减排的需求，进一步优化空

气质量。新能源技术应用于建筑外墙的过程，需综合分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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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特点、功能需求和设备特性等，基于建筑节能减排要

求，积极协调和优化设计方案，提升新能源技术与建筑外墙

设计技术的匹配度，增加建筑物的科学性、便捷性和实用性，

为人们的居住、工作提供便利 [4]。

4.3 生物质能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生物质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储存在生物质中的能

量形式，它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光合作用，有较强的可再生性

能。生物质作为这一能量的载体，可广泛应用在直接燃烧、

热化学转换与生物化学转换等多个方面。根据我国现阶段生

物质能应用情况分析，直接燃烧、生物质气化、液体生物燃

料、沼气生物制氢、生物质能发电及原电池等技术都较为常

见。根据建筑设计需求，现代建筑有许多将设备及组件安装

在建筑外墙表面，能够替代传统建筑外墙，最大限度降低能

源消耗。同时，新能源技术应用于建筑外墙，可隔绝外界环

境噪音，提升建筑隔音性，为建筑内居民或工作者提供安静、

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提升人们居住、生活的舒适性。就建

筑设计而言 [5]，生物质能技术的应用方式主要为沼气。在密

闭环境下，人畜的粪便及农作物秸秆、污水等有机物被特定

微生物分解代谢，会产生一种可燃性的混合气体，即沼气，

在中国许多农村就有沼气池的应用案例。新时期背景下，沼

气池生物质能技术在建筑设计中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类

新型沼气利用技术的创效性、节能性及安全环保性较之传统

建筑设计都有了明显提升，成本控制方面也有很大优势。

4.4 新能源技术在建筑屋顶中的应用
将新能源技术应用于建筑屋顶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尤

其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将系统中的太阳能电池板放置在建筑

屋顶，可拓宽电池板接收太阳光的面积，安装在紧贴建筑

屋顶的位置，还可减少风力的影响，提升系统的经济价值。

建筑屋顶具有较大的空闲空间，特别是对于高层建筑而言，

在其中安装大量太阳能接收板，不会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影

响。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接收板，可进行水平或倾斜放置，比

垂直放置更易于接收太阳光，而房屋外墙易被遮挡，会对系

统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从美学角度来讲，将系统及相关设备

放置在建筑屋顶，对整体美观性影响最小，且不会造成光污

染问题 [6]。建筑屋顶的设备及组建成为太阳光与建筑物的隔

离层，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建筑物的保温隔热效能，降低建

筑能耗。

5 结语

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影响下，实现低碳能源转型，调

整现代能源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新能源技术是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复苏的必然选择。面对日益严

格的碳减排和环保要求，光伏风电制氢、CO2 加氢制甲醇和

乙醇、城市固体废弃物制氢等技术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

益，将在碳中和中得到大力发展和应用。近年来，在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国产新

能源品牌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低温性能下降、芯片供应不足、充

电设施不足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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