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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新能源”成“新废品”
作为风电!光伏制造和应用大国"我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量和新增装机量多年来

稳居全球第一# 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早期的部分风电!光伏设备逐步进入退役期"

未来几年将迎来大规模集中退役$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当前我国退役风电%光伏设
备循环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技术!标准!环保!经济性等诸多难题"且多数企业
参与意愿不足"循环处理能力有限$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大量新增装机和退役组件"正成为我国风电!光伏产业的一体
两面"要谨防&新能源'变成&新废品'"开发新能源的同时造成&新污染源'$ 须建立规范
监管以及支持引导政策制度"加大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力度"系统构建清晰的协同发展格
局"创新优化商业模式"打通回收利用&最后一公里'"依靠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风光有限”：大批量设备面临退役
贺兰山下，一台台风力发电机组矗

立；戈壁滩上，一块块太阳能电池板铺开
……2003年投运第一座风电场的宁夏，
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 8个大规模风电光
伏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大规模推广应用绿
色能源的重要基地。

然而，“风光资源”虽然无限，但风机、
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有限。据了解，按照
风机设计寿命周期 20年计算，预计从“十
四五”后期开始，宁夏部分早期建设的风
电机组将逐渐退役。

这并非个例。2000年以来，我国新能
源产业迈入规模化发展快车道。截至
2023年 10月底，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约 5.4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约 4.0亿
千瓦。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环境技术经济分
会常务理事张建红告诉记者，预计“十四
五”后期，我国将迎来第一批大规模退役
风电机组，规模将超过 100万千瓦。而光
伏组件则将在 2030年前后进入报废密集
期，2035年开始，总回收量将急剧增加。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风光设备循环利
用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22中国风电光

伏设备循环利用产业发展报告》预计，到
“十五五”末期，年退役风机规模将达到
1000万千瓦左右；2030—2040年间，累计
退役风机规模将达到 2.5亿千瓦。2030
年，光伏组件累计待回收量将达 1780万
千瓦。

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是
落实资源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应有之义和建
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么
新表示，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不
仅可以减少设备生产运维过程中的原生
材料消耗，降低新能源产业自身的碳排
放，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有效提高原材
料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原生资源开采。

数据显示，预计到 2030年，我国累计
退役的风电、光伏设备产生的废弃物约
3500万吨。这些退役新能源设备中蕴含
着丰富的资源。初步估算，每兆瓦风电设
备退役后可循环利用钢铁、铜、铝、玻璃纤
维等材料 100吨至 240吨，每兆瓦光伏设
备退役后可循环利用铜、铝、塑料等材料
60吨至 80吨。

意愿不足：经济利用、环保存难题

“网红节电器”黑科技还是智商税？

技术、市场跟不上

今年 8月，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促
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
见》，部署从绿色设计、规范回收、高值利
用、无害化处置等方面构建退役风电、光
伏设备循环利用体系，促进新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近在眼前的
设备集中退役，目前业内对于如何处置风
电、光伏退役设备仍无最佳可行技术，相
关回收利用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企
业参与意愿低，创新研究和应用跟不上。

一方面，退役设备规模储量大、回收
难度更大。“以一个总装机规模为 20万千
瓦、单个风机为 5兆瓦、单个叶片重 20吨
的风电场为例，退役后的叶片总重量将达
到2400吨左右。”中材科技（酒泉）风电叶

片有限公司工艺装备部工程师刘锦帆介
绍，风机、光伏电站多位于沙漠、戈壁、高
山、海上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高难度的
运输条件将“劝退”很多企业参与回收。

另一方面，技术不成熟也制约了退役
设备材料回收利用的环保性和经济性。以
风机叶片回收为例，目前我国存在三种较
为主流的回收方式：第一种是将叶片进行
拆解，将材料进行重复利用，用于市政建
设等领域；第二种是将叶片打碎，回收后
添加进建筑材料，增强材料性能；第三种
则是进行化学回收，分解后再进行重新利
用。“但这三种处理方案均存在环保不够
友好、技术不够成熟、经济性不够好等问题，
难以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发展。”张建红说。

光伏设备回收利用存在着类似的问

题。“光伏面板的材料多为多晶硅、液体
银、玻璃、铝制边框等，其中铝边框较易回
收利用，但其中的多晶硅、液体银等材料
分离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分离成本高，
目前也没有大规模回收利用的场景。”甘
肃酒泉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任伟告诉记者。
此外，相关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相对滞

后。在张建红看来，当前，我国对风电光伏
设备的判废依据弹性较大，还需进一步研
究更加科学合理的判废依据，使该报废的
设备及时进入循环利用通道。

规范建设：技术、市场“两手抓”
据了解，我国早期退役的风电、光伏

设备多分布在偏远地区，且较为分散，一
些地区简单露天堆放、填埋或焚烧处置退
役设备，不仅占用土地，还将导致环境污
染。建立退役设备监管以及支持引导政策
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建立并完善风
电和光伏回收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鼓
励和支持回收利用跨区域合作和技术交流。

“光伏组件在回收利用时应充分考虑
环保问题，避免一些企业仅把有价值的设
备如接线盒、铝边框等部件拆掉，而对其
他部件直接焚烧或随意掩埋，导致空气、
土壤污染。”一位业内人士说，建议国家层
面出台相关标准规范，加大光伏组件回收
利用关键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增加激励性
税收政策，保护新技术及工艺的知识产
权，让光伏组件处置更规范、更科学、更环保。

对于退役风电机组，可加强财政税收
支持，奖励实施或满足绿色供应要求的企
业；同时，由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共同商
讨建立回收标准，由权威产品检测机构进
行质量认证和追踪。

此外，需分类明确产业链各环节主体
责任，系统构建清晰的协同发展格局。围

绕光伏、风电和储能装备，尽快划分政府、
发电企业、设备制造企业、回收利用企业
各自的责任，形成责任清晰、协同融合的
长效机制与有机责任链条，合理界定报废
与处置环节、回收与再利用环节权责边界。

大量旧设备退役，带来的不仅是挑
战，也有发展机遇。张建红认为，可推行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由专业公司进行退役
风电、光伏的回收与处置。同时，还需加强
资源化后再生产品的市场消费引导。

“市场层面要创新商业模式，打通回
收利用‘最后一公里’。”张建红建议，首先
要创新管理方式，将其回收利用同时纳入
新能源产业体系和工业固废再生利用产
业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引领作用，
因地制宜、分类构建回收利用网络；其次
要创新价费机制，将回收处置成本传导至
产业链各环节，按照成本结构、规模等收
取相应费用，专项用于退役设备回收与处
置的补贴；再次，创新投融资模式，可建立
退役风电、光伏组件回收利用产业基金，
对接资本市场；最后，创新交易方式，鼓励
产业链链长、行业协会和头部企业共同搭
建政策、信息、技术等市场交易共享平台，
活跃交易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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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神器，告别昂贵电费”……寒
冬时节，不少消费者会在家中使用取暖设
备，耗电量较大。为此，一些网红节电器又
火了。近日，记者浏览多家电商平台发现，
不少商家售卖各类节电器，价格从几十元

到几百元不等，声称节电效果可达 30%～
45%。然而，有消费者表示，“用了 1个月，
电费不少反多，妥妥的智商税。”

记者在一家销量超 3万单的店铺下
单了一个价格为 36.6元的节电器，商家表
示其原理为：通过优化电压，平衡电流回
收电路中的电流损耗，根据电器能耗自动
调节电流大小，提升功率来达到节电效
果，通常 1个月后可看到效果。

到货后，记者发现，产品外包装均为
英文，节电器本身未印有任何规格信息，
只有随包装附带的规格信息贴纸，上面标
有 CE认证、FCC认证两项国际认证，但
没有 3C认证标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
证）。记者致电生产厂家深圳某节能科技
公司咨询，对方表示有问题找商家，随后
挂断电话。

从业 10多年的电工张师傅拆解发
现，节电器内部构造有些简陋，只有一个
电容加一块简易电路板，成本只要几元
钱。张师傅表示，电容能够稳定电压，减少
无功功率损耗，但并不会改变有功功率，
而电网公司对家庭用电只按照有功功率
的消耗来收取电费，因此所谓的节电器并
不能节省电费。

“不推荐家庭用户使用节电器，长时
间使用不仅会耗电，最重要的是存在安全
隐患，不达标的电容有爆炸的危险。”张师
傅说，工厂等使用的节电器为“电容补偿
装置”，不仅元件复杂，造价也比较昂贵。

实际上，这种网红节电器早在 2007
年就被媒体曝光是骗局，多地电力部门也
曾多次发文提醒。科普博主谢建国近年来
拆解了不少市面上的节电器。“每年都会

变新款式，但实际内部构造都是二极管、
电阻和 LED灯，所谓的升级芯片其实就
是个黑点，拆开后什么都没有。”

记者注意到，上述产品的购买评价
多数为好评，但有消费者质疑好评是“刷”
出来的：“当天就追评，一看就知道是托。”
还有买家反馈：“已经用了 3个多月，一点
效果都没有，开始说 100天内无效包退，
现在商家根本不理人。”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赵良善律师表
示，电商平台宣传的产品效能与实际使用
效能不符，依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相关规定，涉嫌虚假宣传，将面临市
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关部门应加大
对此类涉嫌虚假宣传行为的查处力度，督
促电商平台切实肩负起责任，该下架的下
架，该规范的规范。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