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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

要完成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改善民生等艰巨任务,决定了未来几年我国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而

在美方带有强烈打压色彩的对华政策下,全球能源传统供需格局面临深刻变化。阿拉善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面积最大的盟市,地广人稀,风光资源极为丰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优化国

家能源战略布局、促进全国实现“双碳”目标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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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resourc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We must complete such arduous 

tasks as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But under the US 

policy of strong suppression to China,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global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is facing 

profound changes. Alxa is the largest Inner Mongolia city in the world, with a vast and sparsely populated area 

and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national energy strategic layout, to promote the 

national“Double carbon” target,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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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资源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政府提

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明确将确保能源资源安全作为维护国家

安全能力的重要内容,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阿拉善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面积最大的盟市,

地广人稀,风光资源极为丰富,风能可开发利用量达3亿千瓦,太

阳能可开发利用量达7亿千瓦,无论是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

撑国家经济发展上,还是在优化国家能源战略布局、促进全国实

现“双碳”目标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 

1 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从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治价值来看,我国正处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特别在美方

带有强烈打压色彩的对华政策下,全球能源传统供需格局面临深

刻变化。[2]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能源结构深刻调整的重要组成

部分,阿拉善大力发展风光新能源产业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从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来看,经济社会

发展在于不断解放生产力,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风光新能源产

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特点,发展空间和潜

力巨大。阿拉善大力发展风光新能源产业,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从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生态价值来看,中国政府

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是我国解决

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举措。阿拉

善大力发展风光新能源产业,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

律,是“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的具体措施。 

从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民生价值来看,中国政府

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良好生态环境是具

有普惠性的公共产品。阿拉善大力发展风光新能源产业,是统筹

发展与保护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人民用能质量。同时“就业

是最大的民生”,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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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分析 

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受客观环境与主观认识等各方

面因素影响,在风光新能源产业建设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需要加

强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对其加以分析和研究。 

2.1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统筹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的困难不小、堵点不少。阿拉善为内陆高原,远离海

洋,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地广人稀,境内三分之一是沙漠、三分

之一是戈壁、三分之一是荒漠化草原,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保护的前提下,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必然要面对的首要

突出问题就是统筹新能源项目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3] 

风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规模消纳能力不足,风光电

基地弃电率不低。阿拉善但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原因,整体经济

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伴生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于

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来看,整体经济规模的滞后造成的问题主

要体现为电力电路建设滞后和规模消纳能力不足,直接影响表

现为风光电基地弃电率不低。 

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相关技

术人才缺乏。推动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人才是关键。阿

拉善属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人才更是稀缺。中

国政府支持新能源产业向“沙戈荒”区域聚集,“沙戈荒”意味

着其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更为艰苦,人才引进和留住人才困难

不小,造成新能源产业专业人才短缺严重。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健全,体制机制

改革有待深化。新能源产业发展,政府是第一推动力,推动阿拉

善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需要政府的合理规划和大力支持。从国

家层面来看,电力外送通道纳入国家电网主网架规划后,地方政

府才有条件推进和安排工程进度。另外,跨省并网输电的难点在

于电价,不同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主张存在一定差异,需要国

家层面的支持、协调与推动。 

2.2影响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阿拉善地区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通

过调研和分析,我们认为阿拉善地区生态脆弱,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集中、危害严重是难以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客观原因；阿拉善

地区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未

形成是规模消纳能力不足背景原因；阿拉善地区经济总量低、

研发投入少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原因。[4] 

第一,阿拉善地区生态脆弱,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集中、危害

严重是难以统筹发展和保护的客观原因。阿拉善深居内陆,属暖

温带荒漠气候,是极端干旱和干旱荒漠地区,是我国沙漠、荒漠

主要分布区,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横贯全盟境

内,地表面积93%是沙漠和戈壁,极端干旱和严重缺水的客观实

际决定了阿拉善生态环境的严重脆弱性。阿拉善自然生态因其

特定的空间区域、气候、降水以及地质结构的综合作用,生态系

统对人类社会外生影响的反应敏感度高,易破坏且自我恢复能

力极低,部分区域呈现出不可逆性,因此生态保护是风光新能源

产业开发必须考虑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二,阿拉善地区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可持续的

商业发展模式未形成是规模消纳能力不足背景原因。阿拉善风

光新能源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总体来看风光新能源

装机总量稳步提升,但各方进度不一,各方在土地、资金、设施、

技术、供销市场等多领域仍存在堵点和难点,新能源企业、政府、

市场、公众等还未形成互动网络,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尚未形

成,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来消化新能源,弃电量不小,暂时还难

以形成新能源企业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阿拉善地区经济总量低、研发投入少是科技创新能力

不足的现实原因。科技创新对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同样也离不

开科技创新支持。阿拉善地区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弱,而经济总量

低、研发投入少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原因。阿拉善地区

生产总值仅为407亿,经济总量小是客观实际,阿拉善地方政府

有很多需要真金白银支撑的大事难事还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受自身经济总量规模限制,只能在

有限能力范围内给予支持。 

3 加快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路径和对策 

按照中国政府要把内蒙古建设成“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内蒙古要有成为现代能源大省的自觉,阿

拉善风光资源极为富集,在此方面大有可为。聚焦目前阿拉善风

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的问题短板、难点堵点,破解阿拉善风光

新能源产业发展难题,为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调整提供

有力支撑。[5] 

3.1加快完善和健全风光新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的政策体系,为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提供坚实的制

度保障 

加强政府引领,促进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阿拉

善风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更充分的发挥政府作用至关重要。

要注重顶层设计,强化系统观念,加强协调统筹,突出规划引领。

要在谋划新能源产业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现有

规划,强化政策法规研究,承接国家及自治区政策,同步储备部

分项目。要在区域合作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引导高载能行业向清

洁能源产业基地聚集形成产业集群,可以在与周边地区加强合

作、协调统筹,在区域消纳、调峰合作、高载能产业等方面开展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优化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项目审批环节,切实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

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市场是核心,政策是关键,要把营造更

高水平营商环境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管好该管的事,该交

给市场的交给市场,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涉及风光新能源

产业发展的相关项目审批,通过特定通道加快和缩减审批环节,

缩短审批周期。争取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明确外送电力落地电价,

协调各方签署长期购售电协议。加强能耗管理,利用国家“新增



经济学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7 

Economics 

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推动原料用能

核减、新能源抵顶能耗等具体措施落地实施。 

3.2系统统筹阿拉善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合理利用域内

国土空间,奠定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的空间基础 

进一步明晰可开发区域,统筹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结合本地

区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对可开发的风光资源进行科学普查,坚持

精准摸排原则,在统筹开发与保护的前提下,对新能源可开发区

域进一步明晰,奠定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空间基础。阿

拉善“沙戈荒”聚集,经实践证明,光伏治沙融合和风电生态平

衡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促进作用显著,意味着在风光新能

源开发建设的同时,能够做到兼顾生态安全。 

合理利用域内国土空间,推动风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阿

拉善国土面积广袤,因此合理利用域内国土空间,是推动风光新

能源产业跃升发展重要推手。要精准摸排,统一组织开展选址、

可行性研究、环评、水保等前期论证工作,统一组织实施“四通

一平”等基础设施工程,为新能源产业开发趟平道路,打牢基础。

进一步优化健全土地使用政策,处理好土地关系中各种矛盾,对

于风光新能源产业发展项目的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

用地部分,在合理补偿农牧民前提下推动办理长期租用或流转

手续,减免相关税费。要结合乡村建设,充分考量乡村通村道路、

生产道路、防火通道建设,将乡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风光新能

源项目进场道路进行统一谋划,避免重复建设,减少用地指标和

投资成本。 

3.3完善其他配套措施,增强绿电消纳能力,增强阿拉善风

光新能源产业跃升发展的持续动力 

进一步增强调峰能力。阿拉善新能源调峰项目主要是火电

调峰,接着是抽水调峰。阿拉善煤炭勘查储量丰富,毗邻地区如

宁夏、鄂尔多斯等均为煤炭重要产区,同时阿拉善可从蒙古国进

口煤炭。抽水调峰主要依靠东部黄河过境区域,具备一定抽水调

峰项目条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可有序开展和推进阿拉善火电

调峰项目和抽水调峰项目,确保和保障风光新能源基地日常发

电调峰需求。 

加大力气推进外送通道建设。目前阿拉善特高压外送通道

仅有1条,以阿拉善风光新能源产业基地规划产能来看,外送通

道建设迫在眉睫,应加强主动对接,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推进。同

时要适度超前谋划盟内电网网架架构建设,根据风光新能源基

地建设进度对电网需求进行合理预期,适度提前开展电网建设

工作,提升阿拉善地区内部电力交换和支撑电力外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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