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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中的“宠儿”是谁？新能源开发,气象是何“角色”？新能源开发利用
之路何以长久？ 
 

用气象的“三把钥匙”开启新能源之门 
 

中国气象报记者   王晨  中国天气网记者  张蕾 
 

  新能源中的“宠儿”是谁？新能源开发，气象是何“角色”？新能源开发利用之路何以长久？ 
  本期嘉宾：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 吕学都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资源中心主任工程师 陶树旺 
  国家气候中心太阳能专家 赵东 
  采访人： 
  中国气象报记者 王晨 
  中国天气网记者 张蕾 
  新能源，一个越谈越热的话题。面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迅猛发展形势及其对气象科技支撑的

紧迫需求，气象已经成为新能源的“三把钥匙”——气象是新能源的勘探队、侦察兵和保驾护航

者。气象部门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积极推动着风能、太阳能资源的专业服务，用“三把钥

匙”，开启着新能源的美好明天。 
  新能源中的 “宠儿”——风能、太阳能占据鳌头 
  记者：如今公众对于新能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通常所指的新能源开发利用主要指哪些？目

前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关注的是哪几种新能源呢？ 
  吕学都：一般来讲，新能源是指新近才被人类研究并开发利用的能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

科技水平下，新能源有不同的内涵。当今社会，新能源通常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

地热能、海洋能等。当前，对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和利用相对比较多。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

实现节能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问题的重要措施。作为我国从事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工

作的国家级单位，国家气候中心始终关注新能源尤其是对风能和太阳能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为配

合国家对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近年来，我们在风能、太阳能资源的评估和预报

预测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记者：当前，我国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潜力如何，是不是全国大面积区域都适合发展这两种

新能源？ 
  陶树旺：我国幅员辽阔，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潜力巨大。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内蒙

古、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及东北和华北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称之为两大风

能资源丰富带。当然，内陆的部分山区也有较丰富的风能资源。这两种能源的利用方面还是要根

据各地区的优势，有选择地进行开发。 
  新能源开发中气象的 “角色”——勘探队、侦察兵、保驾护航者 
  记者：国家气候中心在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利用上，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赵东：我们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 “气象是新能源的勘探队，气象是新能源的侦察兵，
气象是新能源的保驾护航者”，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世博会普及的重要概念之一。 
  陶树旺：就像三把 “钥匙”。 
  记者： 6月 20日，国家气候中心在世界气象馆举办了“新能源让城市更美好”主题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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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设计这个主题时，是如何抓住“新能源”这个能够引领未来的词的？ 
  吕学都：我们从 2 月开始全力筹备此次活动。活动紧扣世博会主题，以 “应对气候变化、
发展新能源、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为内容，以互动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为指导，向公众宣传新能

源知识和低碳生活理念。该主题活动以风电场、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微缩模型展示，风力发电机模

型展示，游客体验风力发电，新能源创意宣传作品征集、展板、视频等方式，传播节约能源的新

理念。 
  陶树旺：我国气象部门一直坚持 “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气象”的发展理念，这一理
念覆盖了 “避害”和 “趋利”两个层面的服务内容，不仅要避免气象灾害，而且要充分利用气
象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推动新能源事业的发展也是国家气候

中心的重要职责之一。 
  赵东：气象作为新能源的“三把钥匙”，只有把前期的工作做好了，后续的开发才能有据可

循。 
  记者：新能源只是低碳经济的一环，另外包括节能环保、新的能源工艺等。从理论上讲，新

能源是低碳经济的中枢。气象作为新能源的“勘探队”，怎样能为“中枢神经”更好地服务？ 
  吕学都：首先，低碳经济不是不排放碳，低碳经济也不等于可再生能源经济。我们作为一个

勘探队，要把资源勘探清楚了：全国到底有多少资源，哪个地方能用，哪个地方不能用，能用到

什么程度⋯⋯气象部门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帮助整个企业和社会降低成本，最大程度提

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这样才能用好风能、太阳能。 
  赵东：气象作为“勘探队”、“侦察兵”，怎样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事实上，在新能源利用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气象部门都可以提供服务，这主要包括前期的资源评估、气候背景分析以及

发电站运行过程中的气象灾害应对等，为新能源开发利用保驾护航。此外，中国 38%左右的耗能
都是在建筑方面，从城市规划到房屋建筑设计开始，气象就可以参与其中，结合当地的气象条件，

合理地设计房屋的朝向、窗户的位置等，如此一来，耗能将减少。这是我们今后要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让利用新能源之路更加长久——养成节约能源的习惯，与群众生活密切结合 
  记者：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处着眼，老百姓运用新能源的行为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 
  吕学都：利用新能源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办公时，如果室内采光比较好，就尽量不要开

灯，或者只打开离窗户远的那盏灯，当然，要用节能灯。再比如宁夏的农村，现在就大量普及太

阳能灶，家家户户做饭、烧水都很方便，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它是对太阳能的有效利用；而

如今很多楼的楼顶都密密麻麻安装着太阳能热水器，这就是既省电，又利用了新能源的一种做法。

再来说说风能，举个例子，农村一些农作物的晾晒，就很好地运用了风能，如果是用电来烘烤，

那用电量就太大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百姓去实践，怎样将新能源从一种 “理论”演变成
一种“推广和利用”，这才是意义所在。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节约能源带来了生活上的不方

便，其实重要的是养成一种习惯。总的来说，利用新能源的途径非常多，如果商家能够捕捉到这

一点，利用一些商业模式来推广新能源，就会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 
  记者：您觉得当前老百姓是否已经有良好的利用和发展新能源的意识？ 
  吕学都：意识是有的，但还需要强化和普及。当前风能、太阳能的成本很高，技术上也有它

的局限性。其实新能源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发展新能源需要全社会的责任感，这点非常重要。 
  记者：新能源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但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吕学都：一是成本高，二是技术上受限制。 
  记者：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当前出现了一个比较火爆的现象——申报新能源城市。对此，几

位有什么看法？ 
  吕学都：这种热情是应该鼓励的，建立新能源城市是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方向是没错的。如

果城市和大众都有这方面的想法、需求和热情，这是好事。但同时我也建议，要冷静地看待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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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首先，成本比较高，对技术也有较高的要求，而日后的维护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能一味

地一哄而上，最好是分步实施，先进行试点实验，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将申报新能源城市这一模

式逐步地发展下去，逐步地推广。 
  赵东：我们在吐鲁番新城有个项目，就是关于建立新能源示范城市的，但要考虑这个城市的

资源条件、气象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做到“可持续”；如果新能源城市建成后，仅仅带来一个

短促、美好的开始，而当地居民得不到利益，或者环境条件得不到改善，这个新能源城市就毫无

意义。其次，要把新能源城市建设这个事情引导到一个正确、科学的轨道上去，政府也要起到很

大的推动作用。 “新能源让城市更美好”是我们这次世博会活动的主题，我们希望能将“新能
源”和“城市”完美地结合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