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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新能源利用的对策研究 
张 赓 

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天津 300134 

 

[摘要]文章先分析了农村地区加强新能源利用的意义，随后介绍了我国农村新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利用效率低、新能源

开发阻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有效利用新能源的策略，希望能给相关人士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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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e paper analyses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in rural areas and then introduces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in rural areas, which including low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and obstacles to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promot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new energy in rural areas and hopes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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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整个能源消费体系中，新能源占据大部分比例，同时能源结构变化和能源利用方式还会对能源应用效率产生

一定影响。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区域大都是应用各种生物能源，并在农村生活能源总量中占据 60%左右。

农村通常以原煤或柴草为主要利用能源，该种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还会破坏生态环境。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的

新能源利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1 农村地区强化新能源利用的重要意义 

1.1 节能减排 

我国农村地区可供开发的新能源资源种类丰富多样。比如农村粮食生产每年便会产生巨多的秸秆，同时农村的禽

畜养殖工作还可以每年生产大量的粪便，而随着原材料供给数量的增加，农村地区新能源利用开发潜力也相继增大。

农村主要是以燃烧薪柴和秸秆为主，能源应用效率甚至无法达到 25%，拥有巨大节能潜力。而农村区域加强生物质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可以促进农村能源应用方式的全面优化，提高能源应用效率，增加农民收益。因为我国

农村的新能源处于一种初级起步阶段，因此主要是以沼气和太阳能两部分为主。针对太阳能资源的利用主要是在原有

基础设施的条件下，结合相关太阳能设备实施，其中涉及到太阳灶、太阳房和热水器等设备。该种利用方式只需农民

增加原建筑投资的 10%到 20%左右资金即可，而太阳能转换应用效率却可以达到 60%到 70%左右，可以节约 70%的取暖能

耗，降低农村日常花费。在部分拥有良好光能条件的区域，太阳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应用能源。 

1.2 推动农民增收 

随着我国农村沼气国债活动的持续发展，农村地区开始将一池三改作为核心内容，全面推广沼气在农村地区的应

用，北方针对部分区域形成了四位一体生态能源发展模式，而南方部分区域则形成了猪、沼、果的生态能源模式。在

适合区域内还进一步发展围栏和牧区建设相结合的模式，大力推广两棚、两灶和两池模式，分别是蔬菜大棚、暖圈棚、

节柴节煤灶、太阳灶、青贮池、沼气池等，初步形成了农村循环经济模型。沼气是农村新能源主要应用内容之一，通

过创建沼气转化基础设施可以对禽畜粪便和秸秆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理，降低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还可以把沼气利用

专门的管道输送到居民区，为人民日常取暖、照明、做饭和日常生活等提供基础能源。促进沼气实现集约化发展还可

以进一步解决单户沼气生产中管理疏忽、技术缺乏以及原料不足等问题。各种沼液和沼渣还可以有效应用到养殖当中，

作为天然饲料提升土地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促进农村是现实经济的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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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推广，生物质发电，通过稻草和秸秆等剩余农作物发电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未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提供附加性收入，几乎每亩超出上百元。同时在材料打包、采集和

存储运输过程中还能够获得劳动所得，提高整体收入，如果实现 500 万千瓦的国家标准发电规模，则能够增加农村收

入超出 100 亿元。 

2 我国农村新能源利用现状 

2.1 能源利用效率低 

农村居民占据我国总体人口数量一半之多，人均生活用能大概是 539 千克标准煤左右。我国人均用能是 149 千克标

准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和全国水平相比，其总体生活能耗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准。而能源利用结构方面主要

是以薪柴和秸秆为主，尽管没有超出生物质能范围，但其相关应用方式也影响了能源利用效率，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1]
。 

2.2 新能源开发存在阻碍 

从意识层面分析，农村居民大都已经熟悉传统能源消费模式，对于新能源没有十分强烈的需求，如果用能方面没

有出现短缺，便不会在新能源方面进行过多的投入。同时在教育、宣传、资金等因素的影响下，大部分农民还没有准

确认识到新能源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到新能源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降低农民参与积极性。从技术层面分析，新能源

的利用开发过程中，离不开各种技术支持，但从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分析，在技术配套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缺口，影响农

村地区的产品研发实力，阻碍了新能源的应用推广。 

从政策层面分析，我国针对农村新能源利用尚未形成完善的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从而无法有效聚

集各种闲散资金，并将其有效应用到新能源开发当中。同时因为新能源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小、社会效益高、收益慢、风

险高、周期长等特征，而社会中的各个企业主要是以资本增值为主要目标，因此通常会对新能源开发避而远之。新能源

项目也属于一种公共服务性质活动，从市场层面入手分析，其相关激励机制还存在一定缺陷，阻碍了新能源的推广。 

3 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有效利用新能源的策略 

3.1 制定新能源战略 

新能源利用开发是当下农村区域解决能源利用效率过低的主要措施，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在农村区域的全

面普及和推广。首先，应该加强新能源的宣传力度，促进两型社会相关理念深入人心，帮助农民在心中形成新能源利

用开发意识，提高农民对于环保节能的认识，从而在心理层面上进一步减轻新能源的应用障碍。其次还需要了解到农

村加强新能源利用开发在我国形成可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战略地位，提高农村新能源建设扶持力度，为农村应用新能

源提供良好市场环境，形成公众参与、政策激励与国家立法的市场发展机制，提高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展新能

源产品推广范围，促进实现新能源技术优化创新。最后，国家相关能源管理部门还需针对农村的新能源应用进行科学

规划，有效协调新旧能源之间的关系，针对农村地区的新能源利用开发形成有效的发展机制，鼓励农村地区的各种新

能源产业不断发展，促进市场中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元素朝着农村新能源产业发展，从而将其转化为全新的经济增

长与投资热点
[2]
。 

3.2 扩展融资渠道 

我国政府部门一直对农村的新能源产业保持一种扶持与支持的态度，同时还针对新能源利用推出了一系列地方性行

政法规，推动了新能源的建设发展。但通过分析农村新能源实际应用状况可以发现，其在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

的问题。新能源建设中的投资不足，渠道单一，大都是以农村沼气建设为主，而剩余的新能源开发技术都缺少专项资金

投入。农村区域中沼气的应用补助标准也相对较低，不符合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实力。农村地区在进行新能源建设过程中，

对于资金方面的投入缺少可靠的基础保障，对于新能源建设的资金投入还缺少配套政策机制，扶持力度较弱。 

针对上述状况，农村地区在实施新能源建设过程中，应该针对新能源形成专项资金，提高财政支持力度，将其规

划到政府财政预算当中。形成融资政策机制，帮助新能源发展扩展融资渠道，创建财政投入为引导，社会资金全面参

与、单位为载体的资金投入政策，从而实现多层面、多渠道的资金筹集工作，通过农村信用社以及农村专业银行等提

供优惠利率，为农村可再生资源的研发利用奠定良好的信贷基础，在农村地区创建小额贷款机制，促进农村在维持良

好生态环境基础上实现自主研发的目标，就地全部解决消化。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给予农村地区各种优惠，提高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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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的便利性，积极引导各种农户以及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事业单位加强新能源和清洁生源的开发利用，通过资金

政策支持，引导广大企业参与到新能源建设当中。 

3.3 完善技术服务体系 

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新能源开发的实施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彻底解决新能源应用中的各种技术性问题，降低科

技转化与能源开发的投入成本，提升技术工艺和设备水平。进一步扩大试点示范范围，在实际实践生产中，应该采取

有效措施，提高技术检验的经济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大范围推广新能源提供有效条件，促进逐渐发展成熟的沼气、太

阳能等新能源可以快速推广开来。为农村新能源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促进农村新能源加快产业化

发展速度，提升行业整体实力。针对相关新生源项目做好建设过程、建设前与建设后的服务体系构建，围绕新能源产

业逐步发展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同时还可以针对新能源应用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负责人员培训、专业施

工管理以及技术咨询等。培育农村新能源的典型应用基地，通过典型的辐射带头作用，形成良好的规模效应，从而为

农村发展新能源创造良好条件。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原有的能源消耗模式不仅会降低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影响农村

的经济效益，为此应该针对农村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全面改革，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应用，提高农民收益，保护农村自

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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