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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以下简称“《清》”)：

三校低碳联盟成立后，一个月的时间

内开展了哪些活动，有何最新进展和计

划？

姚强：成立一个月来主要做了两件

事，一是在成立时从剑桥和麻省理工学

院都来了一批教授，三方的教授有一个

对接，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二

是召开了第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会议

确定了种子项目的征集方式、规划与程

序，包括上年度12月初发布指南，1月

底项目申请截止，2月底指导委员会会

议讨论确定中选项目，3月份正式公布。

2009年的12月中旬，第一批种子项目征

集项目指南已经正式公开发布。

《清》：联盟中，三校的关系是怎

样的？清华扮演什么角色？在合作模式

上，只是定期交流，还是会互相渗透、

合作研究？请谈一下具体的运作方式。

姚强：这个联盟是由清华倡导成立

的，主要的筹钱任务也在清华这边。在

确定的基本规则中，任何项目都必须有

清华参加。合作上优先考虑三方合作的

项目，两方参加的项目，第三方视需要

可以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加入，合作项目

最重要的是互补性。

联盟搭建了一个跨校、跨院系的平

台，在此平台上展开研究和交流，希望

有更多教授和学生参与，三方互相合

作，在合作中凝集更大的项目。研究项

目分为两类，一类是种子项目，希望通

过探索性研究工作在取得相应成果的同

时产生重大项目；另一个是专题的重大

项目，希望能够获得政府和工业界专门

的支持。

《清》：清华近70%的院系都有与

能源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联盟如何处

理与其他院系的研究工作？

姚强：联盟实际上是一个支撑和服

务平台，本身不做研究。

根据联盟确定的六个研究方向，在

校各院系的教师都可以申请，但必须与

联盟中另两校的教师建立合作关系。清

华在能源研究方面有各种优势，如热能

系在洁净煤技术方面、电机系在智能电

网方面、200号在核能与新能源方面都

密切相关，其他院系如建筑技术环境系

在建筑节能方面，汽车系在汽车能源方

面，化工系在煤化工和生物质能方面，

材料系在能源材料等，还有很多院系有

各自的优势和特点。相信这些院系可以

在联盟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请问这些研究和项目成果

会以什么方式来呈现？最终会有利于政

府部门形成相关政策吗？在技术产业化

方面，有哪些打算？

姚强：联盟产生的东西大概可分为

三个层面：一、通过对重要的能源政策

和能源战略的研究产生的成果，包括宏

观的和重要的技术方向政策，对国际低

碳能源的发展、技术发展方向的确定等

提供政策支持；二、基础研究和人才培

养，在低碳这一新的需求下，我们需要

重新审视我们的能源政策，同时可能会

激发出很多新概念和新思路，联盟设置

种子项目，就是想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

性；三、联盟也希望共同合作的研究成

果有望产生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成果，这

是更长远的事。在技术转化方面，清华

目前在进行技术的中试和示范方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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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优势，中国快速发展也为技术的示

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技术的进步最终的目标当然是要产

品化，能源技术的产品化常常以重大工

程为载体，需要很大的投入。如建一个

先进的电厂，需要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

元。我国对能源增长的需求，使我们有

很大的能源技术创新的动力。我们每年

都有相当多的建设项目，为先进技术的

示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外也非常看

好中国这一点，寻求他们的技术在中国

做示范，我们更应利用好这样的机会，

加速自主技术的创新与示范。

《清》：已有报道中提到首批款项

已筹集到位，请问联盟的主要资金来源

是什么？筹款工作顺利吗，是否曾遇到

问题？

姚强：联盟专门成立了筹资委员

会，清华是主席单位。中国政府提供了

1000万美金的启动经费支持三校联盟

的发展；联盟的运行，最主要还要依靠

企业的支持。企业的资金主要用于两部

分，一是种子基金，二是针对某些项目

的支持，比如英国石油公司（BP）表

示，每年可以拿出一定资金支持特定项

目的研究，我们特别欢迎企业利用这个

平台为低碳技术的开发提供各方面的支

持。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分别在

寻求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筹款工作

曾因金融危机的爆发受到影响，目前进

展还可以，已有国内外多家企业表示要

支持联盟的工作。

《清》：联盟会构建一个国际化交

流体系，向青年教师和学生提供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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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以利于培养未来的领军人

物，实现可持续发展。请问这方面的进

展如何，有什么规划？

姚强：大学最核心的任务是人才培

养，最终的载体是学生。联盟所有的项

目都是博士、硕士生直接参与的，这对

于未来这方面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联

盟还计划支持在低碳能源方面的交流计

划，目前还在酝酿之中。三个学校是在

三个地区最顶尖的学校，都有培养未来

在能源领域学术、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

的责任，这一平台在一开始就形成一个

互动的平台，对于未来各领域的领导人

建立密切的关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联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高校间的密切合作，对我国发展低

碳经济应该会有很大影响。但我们目前

的经济结构是高耗能、高碳的，政府也

明确表示，2020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

比2005年下降40%－45%。在由高耗能向

低排放转变过程中，您认为低碳经济会

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吗？基于中国的现

实体制，如何才能推广低碳经济、提高

绿色GDP？

姚强：我对低碳经济的前景很看

好，它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产生新的

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温总理在2009年

11月23日发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将新能源作为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提出，我想就是

基于对新能源未来前景的看好。我国太

阳能制造业份额占全世界的50%，95%

的市场在国外，国内的市场今年快速启

动，企业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创

新的需求与发展。从目前来看，部分低

碳能源成本仍然较高，但能促进整个产

业链的发展。我们的化石能源的资源很

有限，低碳能源的开发与应用一方面是

国际压力，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求和

内在动力。比如我们发展洁净煤发电技

术，提高发电效率就可以节约能源。例

如2008年我国火力发电的煤耗是349克

经济发展有利。

 

《清》：气候变化、低碳问题已引

起全社会的关注，但低碳能源目前的成

本较高，比如电池驱动的汽车等，人的

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较难改变，可能

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普通公民和

政府决策层，您有什么建议？

姚强：如果无限制地发展，无论如

何进行技术进步，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

求。人类的发展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关

心环境保护的人经常读几本书：《增长

的极限》、《多少算够》、《寂静的春

天》，就是分析这一发展关系的。人类

的发展观要改变，现在美国人均能耗是

全世界人均的5、6倍。中国文化内在

的发展观一直是和谐的、符合规律的，

但近年以来价值观发生变化，现在我们

可能要反省发展观了。我们高速的增长

期，预计还有三五年，到那时经济结构

就要转变。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将低碳

产品看作是一种时尚的消费品，这需要

一定的购买能力和理念意识，培养一种

理念和生活方式，例如用电，如果技术

上可以通过智能电网实现自由选择，你

能买到不同方式的电力，如风电、太阳

能电，可能贵一些，但我们可以有选

择，先富起来的是不是可以多付一些钱

来购买这样的电？这就需要理念的变

化，提倡低碳生活，你在消费电力的同

时，得到了附加的满足。就像买车时，

选择夏利和宝马的区别。可能低碳生活

方式就容易推广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管理也要向

低碳生活倾斜，过去在北京骑自行车很

方便，但现在北京所有的道路越来越不

考虑自行车的通行，处处给自行车设置

障碍，大家就都不愿骑车了。现在欧洲

开始反省，我们是否也应该反省，为低

碳的生活方向提供便利条件？如果能够

在城市设施、道路规划等方面创造便

利，使人们能够实现低碳生活方式，这

种理念就更容易普及。 

标准煤/千瓦时，如果下降1克/千瓦时

的话，就可以减排约750万吨的二氧化

碳，节省约250万吨标准煤，这是最大

减排，我们初步估计，在未来十年中，

二氧化碳的减排一半左右要依靠能源科

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我们燃煤发电的

煤耗比美国要低30克，在整体上我们

燃煤机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其原因是

我国关闭了一批落后的低效率的电厂，

即所谓的“以大代小”，国内每年关闭

一千万千瓦的老电厂，用一批先进的超

超临界发电技术来代替，技术水平在五

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目前最

先进的火力发电厂，煤耗已经低于300

克标煤/千瓦时，这样就在减排二氧化碳

的同时节约大量能源。

低碳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一种生

活方式，核心的价值观是在不降低生活

水平的情况下，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

对于能源的利用，结构是这样的：首先

我们是要提高矿物能源的利用效率，降

低碳的排放强度，二是要尽量用可持续

的、绝对减排二氧化碳的可再生能源，

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当然

生物质能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相对比较

复杂，因为与生态、农业等相关，相当

复杂；还有核能，是低碳的能源技术，

是最好的补充和减排措施。在上述技术

都实现后，还要减低碳排放的话，就需

要进行二氧化碳的分离和埋存，这是不

得已才要用的方式，但我们应该做好这

方面的技术准备。另外，我们也要通过

植树造林等，提高自然的固碳能力，也

很重要。

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仍处于工业化

的中期，经济的增长仍严重依赖于能源

消耗的持续增长，现在全世界50%的建

设任务在中国，这是不正常的。这样的

阶段结束之后，人均资源消耗量会下

降，如水泥钢铁的需求量会降下来，我

们希望到2013-2015年后，经济的结构

会发生变化，不然能源无法长期支撑这

样的发展模式，所以低碳经济对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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