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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快速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罗列了在产业快速发
展下产生的腐败问题，本文具体介绍了政策套利，技术寻租，补贴欺诈，重复建设等新型腐
败模式，结合典型案例揭示了这些腐败行为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危害性，分析了这些腐
败问题的来源与解决的困难性，最后为这一领域腐败治理提供建议，旨在为新兴领域腐败治
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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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加剧，环境问题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人们

意识到石油并非无尽的能源，新能源与碳中

和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此领域的企

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发展，在产业快速扩

张的同时，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不成熟的

监管机制，该领域出现了很多的腐败问题，

新能源与碳中和产业的腐败不仅影响产业发

展，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阻碍低碳

转型的进程，本文具体分析了该领域腐败的

特点，成因，危害，治理的困难性，并提出

了相应的治理对策。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新

兴领域特有的专业性和隐蔽性，腐败治理难

度更大，所以本文创新了腐败治理思路，优

化了以往在传统产业上的腐败治理方法，构

建起了适合新兴领域的腐败治理机制。

2.新能源与碳中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以及

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

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世界各国已经

意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巴黎协定》等

国际协约推动了世界各国减少碳排放，中国

提出在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

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为提

高资源要素保障和生态保护修复两大支撑作

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重要遵循[1]。能源结构转型大势所趋，新

能源发展以替代石油等化工能源。世界局势

动荡，俄乌战争让我们进一步地意识到能源

安全的重要性，而传统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依赖进口，发展新能源有利于帮助我们实现

能源战略自主，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新能

源产业也是一项经济的新增长点，我们国家

在太阳能利用，光伏建设，电动汽车的应用

和普及上占据绝对优势，国家对该行业秉持

友好态度，出台政策来巩固行业发展。国家

对新能源与碳中和产业的关注度决定了地方

对此行业的态度，很多地方政府都将新能源

项目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呵护着，为它

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场地选择权等，

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的发展建设。

2.2 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产业发展迅速，资金密集：因为新能源

与碳中和产业的可获利性太大，政策红利集

中，就会吸引一部分不法分子投机倒把来骗

取国家政策红利或蝉食行业利益。产业链和

利益链关系复杂，环节闭合性差，新能源与

碳中和产业涉及场地选择，技术投资，设备

采集，人才招聘与培训等各个环节，每一个

环节间看似密不可分，在实际的运行中确是

剥离开来的，由于每一环节都有独立的负责

人员，缺乏统一领导，腐败问题滋生的可能

性就会增加。监管机制和惩罚政策不完善，

新能源领域属于新兴领域，在近些年才得以

快速发展，以往国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如何

推动产业发展，对于产业监管的问题却缺乏

重视，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企业里的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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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更加胆大妄为，政务系统里的相关人员也

越来越肆意，缺乏有力惩罚就会导致人们对

于腐败的联想局限在利益获取上，而不会在

想到腐败行为时立刻联想到惩罚后果。产业

的专业性蒙蔽性强，因为新能源与碳中和产

业属于高科技产业，他的专业性极强，部分

官员缺乏专业知识，容易被企业蒙蔽，例如

他们看不出来建设某一项目所需要的具体资

源，这就容易造成虚报成本，或者重复建设

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3.该领域腐败行为的具体类型及相关案例

作为新兴领域，与传统产业模式在发展

和维护上都有很大不同，新能源与碳中和领

域存在的腐败行为有政策套利，技术寻租，

补贴欺诈，重复建设等。

3.1 政策套利

政策套利是指利用政策存在的漏洞和相

关部门监管的不足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类

行为违背了政策初衷，可能导致资源不公平

分配和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最终影响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虚假申

报，新能源领域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支持，

对于那些产能优秀的企业国家会给予税收减

免优惠，资金支持等政策红利，这就导致了

一些企业虚报产能来骗取政策红利，在碳中

和领域表现为碳市场操纵，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以下简称为“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

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其设计初衷是利用

市场化手段，通过市场机制确定碳排放权的

价格，实现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成本最优

化和全社会低成本降碳[2]。碳市场操纵指企

业或相关人员倒卖，囤积碳积额，部分企业

可能会伪造碳减排量，这样做不仅影响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还影响经济持续发展。

3.2 技术寻租

技术寻租腐败是指企业利用技术壁垒，

标准制定权或技术产权优势来获取不正当利

益，这类腐败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操纵技

术标准，虚假研发，阻碍了行业的公平竞争，

有些企业会利用监管机构对技术知识的掌握

性不足骗取补贴或申报不成熟不合理的项目，

2020 年，中国某汽车企业对外宣称他研发的

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超过了 400wh 每 kg，以此

获取了国家高额补贴，后经调查发现它的能

量密度夸大其词，企业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也

支持不了这种技术大规模量产。操纵技术标

准制定也是该领域腐败行为的体现，有些企

业的技术标准和碳排量难以达到原有标准，

就通过贿赂等方法来修改技术标准，让自己

的技术能够符合标准，某电动车企将自身的

充电协议定为国家标准，逼迫同行支付高额

专利费用，这一行为极大导致了行业的不公

平竞争。在技术寻租方面，更有甚者将已有

的技术或项目包装成新的创新技术，来获取

不正当利益。

3.3 补贴欺诈

补贴欺诈是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的常见

腐败行为，指企业通过修改数据，虚报项目，

利益输送等行为骗取政策利益和税收优惠，

为激励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中国政府出台

了大量相关补贴政策，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

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激

励效果也尚未达成共识[3].企业可能伪造项目

材料，比如西班牙的太阳能诈骗案，2008 年

西班牙多家企业利用政府的光伏补贴政策，

虚报装机容量，骗取了超过五亿欧元的政府

补贴。有些企业可能会转卖补贴资格，这些

企业不想参与实际建设，或者缺乏进行实际

建设的资质，它们就将已经获得的建设标书

路条转卖给其他企业，2015 年左右，中国风

电建设正盛，部分企业获得风电建设的资格

后不投入实际建设，而是将项目核准文件转

卖给其他企业，极大的影响了行业发展的公

平性。

3.4 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顾名思义就是指企业在已有项

目上进行重复的资源投入和技术浪费，来骗

取国家支持，新能源与碳中和产业所需的场

地和技术支持是巨大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投

入资金资源来进行建设，但有些企业为了敷

衍国家要求，骗取政策优惠而在已经具备良

好资格的项目上重复投入资源，造成资源浪

费，2011-13 年，地方政府满目招商，导致全

国涌现出五百多家光伏企业，产能暴涨至 15
万吨，从表面看产能的提升是好事，但是这

些产能远远超出全球对于光伏产能的需求，

导致光伏电价格发生剧烈波动，部分优质企

业被逼破产，重复建设的根源就是过热的政

策支持。

4.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腐败问题的危害以及

解决的必要性

4.1 腐败问题的危害

首先腐败会严重阻碍技术突破与产业升

级：腐败可能导致科研经费被挪用、技术评

审造假或专利垄断，使真正创新的，为民服

务的企业难以获得资源，劣质技术反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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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输送占据市场（如"骗补"光伏企业、虚

报储能效率等案例）。在国际竞争中，腐败

会削弱国家技术公信力，影响国际合作（如

碳信用机制中的数据造假），腐败行为在这

一领域是常有的，但某些国家加强对腐败的

监管和批评，让腐败难以滋生，如果放任不

管，就会导致一个国家技术的停滞不前，难

以在国际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腐败会扭曲

资源配置，加剧市场不公平竞争：通过权力

寻租获取补贴、项目审批或碳排放配额的行

为（如虚假碳汇项目、绿证交易黑箱操作），

会挤压中小企业和合规主体的生存空间，形

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腐败会放大金融风

险与公共财政损失：新能源项目常依赖政府

补贴和绿色金融支持，腐败可能引发"骗补""
洗绿"等行为（如虚构风电装机量套取补贴），

导致公共资金流失，甚至引发绿色债券市场

信任危机。腐败会破坏国际气候治理合作：

碳市场、跨境绿电交易等机制若因腐败失去

公信力（如碳抵消项目数据篡改），将削弱

全球碳中和协作基础，加剧"气候行动鸿沟"。
总之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的腐败问题危害颇

深，它不仅是我们国家实现能源转型与碳中

和的拦路虎，也是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

个关键壁垒。

4.2 解决腐败的必要性

保障国家"双碳"战略实施：中国计划到

2030 年达到碳达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这一目标需每年数万亿资金的高效投入。腐

败会大幅提高转型成本，甚至导致关键节点

（如电网改造、氢能研发，碳排技术创新）

延误。

维护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碳减排贡献国，腐

败问题可能被国际舆论放大，影响气候谈判

话语权（如海外光伏项目贿赂争议）。

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统计，2023 年全球绿色债券规模已超

2万亿美元。腐败会抬高"绿色溢价"，阻碍资

本向低碳领域流动。

响应公众对"公正转型"的诉求：碳中和

涉及能源价格、就业结构等民生问题，腐败

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公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如

煤矿关停中的补偿金贪腐）。

腐败问题就像一个蛀虫，看似对新能源

与碳中和产业影响甚微，但是每一个腐败行

为都会导致国家资金浪费和公信力流失，千

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国家对腐败问题不重

视，不作为，民众就会对国家政策信心降低，

这会导致能源转型的困难度提高，因此这一

蛀虫必须狠治，根治。

5.如何建立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腐败治理的

机制

在制度层面要构建透明化的监督机制，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补贴发放和举报平台，

实时的公示各个企业的项目申报和补贴情况，

让企业能够及时的了解审批进度，让民众能

够真实了解企业情况，举报平台可以与各地

方政府监察部门直接联网，让群众的举报反

馈能真正及时的送到政府机关手中，避免其

他因素影响群众反映意见，还要建立多方联

合的审查与监督机制，对于新能源与碳中和

企业申报的项目资金与项目进度，多部门联

合调查，确保监督落在实处。定期召开企业

大会，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要从根源解决

腐败问题，就要让新能源与碳中和企业的负

责人了解腐败的危害和国家对于腐败行为的

零容忍态度，定期召开大会向企业家们讲解

碳中和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列举几

个相关腐败行为结果，让企业从根源杜绝腐

败，让他们的思想清明。应用技术化的反腐

工具，上文中提到很多新能源企业进行腐败

行为而不惧怕的原因是政府相关人员在这一

方面知识的欠缺，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应用大

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对企业生产数据进行实时

监督，让数据能够实时传送，防止虚报产能

以骗取补贴。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技术

和知识培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

政府人员对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的技术一无

所知，他们就无法做到真实有效的监督，定

期进行培训，请专业人员实时讲解先进技术

才能让他们能更好的参与腐败治理工作。加

大对重点领域的打击力度，我们知道新能源

与碳中和领域的腐败行为多为骗补和技术垄

断，对于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加大审查力度，

建立多方联合，层层审批的监督机制，让腐

败行为无处遁形，此外加大对这些重点领域

的打击力度还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其

他有此想法的企业可能会因此感到畏惧。强

化政府部门内部问责，鼓励企业内部人员举

报，这两项看似没关系，实则紧紧联合，很

多企业内部人员有举报的想法，有些人员可

能已经实施了举报行动，但最终大多都石沉

大海，关键原因是政府内部有蛀虫，要强化

内部问责，对那些为腐败行为提供保护伞的

官员严厉处置，对企业内部举报实施奖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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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6.结语

新能源与碳中和领域的腐败不同于传统

行业，它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高等特点，

要想将反腐进行到底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

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与群众的信任，在这

一领域的腐败具有传播效应，它关乎国家能

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实施进程，进行反腐建

设不仅是为了廉政方针有效实行，更为了领

域的健康发展，经济的长久运行，为人民实

现美好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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