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中国在联合国

发展峰会上提出，“探

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

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

求”。两年后，这个来

自东方的倡议得到了

国际普遍赞誉和积极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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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第四个“扶贫日”和第二十

五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即将到来之际，

“首届中国能源产业扶贫高峰论坛”9月

26日~27日在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

为“产业扶贫、共奔小康”，全国40多个

贫困县代表和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三峡

集团等能源央企及100多家民营能源企

业共500余人出席了论坛。与会者一致

认为，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当地的可再生

能源是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

关键举措，是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也是

能源企业义不容辞的使命与担当。

产业扶贫 共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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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琳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以其深邃

的智慧增益世界、引领未来。

两年前，中国在联合国发展峰

会上提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

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

全球电力需求”。两年后，这个来

自东方的倡议得到了国际普遍赞

誉和积极响应。从理念传播到国

际合作、项目开展，全球能源互联

网已成为引领世界能源可持续发

展的一面旗帜。

中国理念

大时代需要大智慧，大智慧谋

划大格局。

面对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的资源

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挑战，

2015年9月26日，中国发出“探讨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

“这一倡议为世界能源革命指

明了方向和道路。”经济学家厉以宁

评价说。

2016年 3月，全球能源互联网

发展合作组织成立，成为首个由中

国发起成立的能源国际组织。来自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26个国家的

600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能

源互联网发展大计。

“当前能源问题的根源，在于对

化石能源的依赖。因此，最有效的

解决方案是发展低碳、零碳能源。

即遵循从高碳向低碳、从低效向高

效、从局部平衡向大范围配置的规

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主席刘振亚说。

刘振亚表示，全球能源互联网

实质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

洁能源”，将集约规模开发各大洲清

洁能源，加快跨洲跨国电网互联，实

现能源生产全球化、配置全球化、贸

易全球化。

先进的理念源自自身转型发展

的“底气”。事实上，无论在理念还

是行动上，中国均已成为全球能源

互联网发展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

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最大的新能源

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水电、风电、太

阳能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

一……领先的数据，勾勒出中国能

源转型的“绿色图景”。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再次提出，

“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

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

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这标

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

行动。

全球共识

两年间，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

在各国达成广泛共识，并不断碰撞

出更多智慧火花。

据新华社消息，2017年新年伊

始，上任不到一个星期的联合国新

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会见了全球能源互联

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刘振亚，就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进行交流。

古特雷斯表示，将推动全球能

源互联网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引导各国共同

参与和建设。

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

源变革做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国

际社会共鸣，跨专业、跨领域、跨国

界的交流与合作密集展开。

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领导

人高度认同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促进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惠及人类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全球能源互

联网大会等国际会议先后举行，多

国政要和专家分享对全球能源互联

网的认识，传递积极有益观点；与国

际能源署等全球顶尖机构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协同开展全球电网互

联研究……

去年杭州G20峰会期间，全球

能源互联网作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20国工

商峰会发布的政策建议报告。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新闻发言人张义斌说：“我们对全球

能源互联网的认识在加深，研究在

丰富，实践在扩展。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合作的

渠道越来越广阔。”

世界行动

全球能源互联网正逐步付诸现

实，惠及千家万户。

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出发驱车1个多小时，一座规模宏

大的500千伏变电站出现在眼前，宛

如伫立在东非高原上的一片钢铁森

林。作为非洲目前输电线路最长、

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输

变电工程，这条线路不仅将显著改

善其首都地区缺电现状，还能向周

边国家送出电力。

从非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欧洲，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和巨大

魅力，不断吸引着各方推动跨国、跨

洲联网项目开展。

2017年9月，巴西政府向中国国

家电网公司颁发了美丽山特高压输

电二期开工许可证。工程建成后，将

成为巴西乃至整个南美的输电大通

道，为美洲电网互联奠定基础。

“我们需要将电输送到两三千公

里外的南方，只有中国有能力和设备

实现这一点。”巴西驻华大使马尚说。

在欧洲大陆，已经形成包含24

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统一同步电

网，覆盖面积450万平方公里，一系

列跨区跨境联网工程正在开展。

中国已与俄罗斯、蒙古国、越南

等周边国家建成了部分联网项目；

“中国-缅甸-孟加拉国”“中国-老

挝”“蒙古国-中国-韩国-日本”等

电网互联方案，得到相关国家认可。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姆沙

德·阿赫塔尔所言，全球能源互联网

是一项惠及人类的工程，无论在技

术创新、工程建设、融资投资等方

面，参与者都将获益。

没有引发行动的思想不是思

想，而是梦想。

可以想见，在全球能源互联网

的“中国倡议”推动下，内蒙古的风

电点亮东京夜晚的霓虹灯，北非的

太阳能“驱动”罗马的电动汽车，都

将不再遥远。

□ 樊大彧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 15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

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

汽油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要求，

到 2020 年，我国全国范围将推广使

用车用乙醇汽油。国家能源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

车用乙醇汽油，是将燃料乙醇以

一定比例添加到汽油中而形成的。

2001年，为了解决大量“陈化粮”处理

问题，改善大气及生态环境质量，调

整能源结构，经国务院同意，启动了

生物燃料乙醇试点。经过10多年发

展，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已初具规

模，此外，国内车用乙醇汽油试点推

广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都

成为进一步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的坚实基础。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推广车用乙

醇汽油，好处很多。首先，有利于改

善生态环境。使用生物燃料乙醇可

以减少二氧化碳以及机动车尾气中

多种有害物质排放。同时，由于秸秆

是燃料乙醇生产的原料来源之一，因

此推广车用乙醇汽油还是解决秸秆

等农林废弃物焚烧问题、减少污染物

排放的重要措施。

从能源安全层面看，发展生物燃

料乙醇有助于我国降低目前已处于

高位的原油对外依存度，提升能源自

主能力和能源安全水平。另外，发展

燃料乙醇还有利于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由于连年丰收，我国北方玉米

的库存已超储了数亿吨，这些玉米长

期存放后将无法食用。生产燃料乙

醇是处理问题粮、变质粮的最好方

式，在变废为宝的同时，也堵住了不

法之徒借以牟利的源头从而保障了

食品安全。

乙醇汽油对于生态环境和经济

社会是如此的“友好”，但过去 10 多

年，在我国的推广使用却略显缓慢。

目前全国有11个省区全境或部分地

区，试点推广乙醇汽油，其消费量占

同期全国汽油消费总量的约1/5。这

一数据与国际市场相比有些相形见

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年消费

乙醇汽油约6亿吨，占世界汽油总消

费的60%左右。

乙醇汽油不受“待见”，在初期主

要是价格因素造成的。之后，针对乙

醇汽油生产成本高、市场认知度低等

因素，有关部委联合出台了优惠政

策，对生产企业给予减税、行政补贴

等举措，最终实现了试点地区乙醇汽

油与传统汽油同价。在解决了价格

难题后，乙醇汽油的推广工作还持续

受到一些“偏见”的困扰。对乙醇汽

油的吐槽主要包括，动力表现相对逊

色，燃烧快不耐烧，甚至有人认为会

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其实，无论

是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科学实验，还是

众多消费者的实际使用，都证明这些

观点基本都属于“妖魔化”的传言，缺

乏事实依据。

此次有关部门推出实施方案，要

求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车

用乙醇汽油全覆盖。要完成这个任

务目标，首先必须对车用乙醇汽油的

特点和优势，进行广泛而且深入的宣

传，破除各种传言的不利影响。更为

重要的是，要让车用乙醇汽油在与传

统汽油同价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价格

进一步的下降。要让乙醇汽油具备

价格优势，首先政府部门应保持各项

补贴和减税的支持力度。同时，要使

用各种行政和市场的手段，努力降低

玉米、秸秆等原材料的供给成本。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这次国

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在推广使用过

程中将实行属地行政首长负责制，今

后还将落实考核问责机制。推广乙

醇汽油，压力必须有，但价格优势的

动力也应该有。具备了价格优势，乙

醇汽油会让消费者更迅速、更容易地

接受，也能让有关部门制定的推广目

标顺利达成。

2020年地热能年利用量
将达7000万吨标准煤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根据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编制的规

划，2020年我国地热能年利用量将达

7000万吨标准煤，地热能供暖年利用量

4000万吨标准煤。

据介绍，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

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储量

大、分布广、清洁环保、稳定可靠等特

点，是一种现实可行且具有竞争力的清

洁能源。我国地热资源丰富，市场潜力

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加快开发利用地

热能不仅对调整能源结构、节能减排、

改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培育新

兴产业、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加就

业均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是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水

热型地热供暖、大力推广浅层地热能

利用、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加强信息监

测统计体系建设、加强产业服务体系

建设等。

我国将加强和规范
生物质发电管理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根据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指导意见，我国

将加强和规范生物质发电管理。

意见明确，大力推进农林生物质热

电联产，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

将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作为县域重要

的清洁供热方式，为县城及农村提供清

洁供暖，为工业园区和企业提供清洁工

业蒸汽，直接替代县域内燃煤锅炉及散

煤利用。

意见还指出，创新发展方式促进技

术进步和成本降低。鼓励结合社会资

本投资经营配电网、清洁能源局域电网

和微电网建设，实现可再生能源高效利

用并降低成本。

国家电网光伏扶贫项目
接网超9000兆瓦
本报讯 深灰色的棚顶，一块块光

伏板源源不断利用太阳能发电。温暖

的大棚内，一簇簇食用菌长势喜人。江

苏徐州睢宁县睢城街道双庄社区双三

组不久前利用闲置棚顶建成的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站，为当地扶贫再添利器。

光伏扶贫是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确

立的重点扶贫方式；确保光伏扶贫项目

接网，成为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的重点

工作。

新华社记者从国网公司获悉，截至

8月末，该公司光伏扶贫项目累计接网

容量9003兆瓦，项目收益惠及138.5万

户家庭；定点光伏扶贫工程涉及的7座

集中式光伏电站和236座村级光伏电站

已全部并网发电。

“十三五”期间，为深入推进电力扶

贫工作，国网公司将投资32亿元，完成

国家光伏扶贫计划安排的2.8万个村级

光伏电站接网工程；还将投资7.07亿

元，完成湖北、青海两省五县区定点光

伏扶贫工程。 （姜 琳）

应 让 乙 醇 汽 油 具 有 价 格 优 势

从“ 中 国 理 念”到“ 世 界 行 动”
两年来，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和巨大魅力，不断吸引各方推动跨国、跨洲联网项目开展

风舞戈壁
哈密是国家确定的全国7

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

风能储量高达9617万千瓦，技

术开发量达到7549.8万千瓦。

近年来，当地围绕“疆电外送”

大力实施新能源战略。目前，

新疆哈密风电已建成并网规模

达900万千瓦以上，预计在“十

三五”风电装机将达到1400万

千瓦以上。图为耸立在新疆哈

密东部烟墩风电基地的风力发

电机组“迎风起舞”。

新华社发（蔡增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