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方莹馨

荷兰近日宣布将从 2030

年起禁止使用煤炭发电，并要

求国内两家已运营多年的煤电

厂必须在2024年年底前关闭，

三家全新的煤电厂也必须在

2029年年底前关闭。

随着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的签署，实施清洁能源转

型、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成为大势所趋。为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不少欧洲国家纷纷

为限制或禁止煤炭发电设定

时间表，欧洲电力行业正在经

历巨变。

关闭煤电厂，用最快
方式摆脱煤炭

据报道，荷兰首先面临关

闭的两家燃煤电厂1994年投

产发电，分别由德国莱茵集团

和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运营。

另外三家新燃煤电厂分别建于

2015年和2016年之间。

荷兰经济部长埃里克·维

布斯表示，关闭燃煤电厂有助

于政府实现到2030年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9%

的目标，“众所周知，燃煤发电

并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发电方式。关闭燃煤电

厂是摆脱煤炭最快的方法”。

政府逐步禁止使用煤炭发

电的法令，引起莱茵集团的强

烈不满。除1994年投产的燃

煤电厂外，该公司还在荷兰经

营着一家新建的燃煤电厂。在

一份声明中，莱茵集团表示，曾

应政府要求投资建设了这家新

的煤电厂，如今面临关停却得

不到任何赔偿，因此将考虑采

取法律行动。

然而该公司的诉求并未

得到人们的接受。美国能源

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能源

金融研究总监蒂姆·巴克利认

为：“在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建

立 10 年后，莱茵集团仍在建

设新煤电厂，这只能解释为他

们未能及时适应节能减排这

一全球共识。”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势在必行

荷兰新的能源政策是欧洲

能源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低

地国家，荷兰比其他国家承受

更多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风

险。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发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于荷兰

可谓势在必行。

在降低煤电比重的同时，

荷兰政府也在大幅压低天然气

开采限量。北部的格罗宁根气

田因天然气开采导致地质灾

害。为减少环境破坏威胁，荷

兰政府下令减产，并争取到

2030年实现全面停产。政府公

报称，将出台措施，鼓励使用太

阳能、风能、地热等新能源。一

份“全球光伏市场”报告显示，

2017年荷兰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容量853兆瓦，排名欧洲第四。

为了应对电力需求，荷兰还计

划三年内建立世界首座大型浮

动式海上太阳能发电站。

与荷兰类似，很多欧洲国

家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欧盟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占整体发

电量的30%；欧盟风力发电、太

阳能发电和生物质能发电总量

相加也首次超过燃煤发电量。

部分国家仍面临
诸多困难

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碳追

踪计划”金融智库2017年12月

发布的报告称，54%的欧洲燃

煤电厂都在亏损，这个数字到

2030年将上升到97％。随着

陆上、海上风能及太阳能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份额不断

增加，煤炭这个曾经在欧洲大

陆“燃”起工业革命、普及程度

最高的能源正在逐渐被淘汰。

但是，对于欧洲电力行业来说，

要想真正摆脱煤炭、进入后煤

炭时代，需要面对不小的压力

和挑战。

欧盟承诺，将严格遵守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落实温室

气体排放到2030年比1990年

降低40%的目标。从目前的情

况看，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根

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欧盟需

在 2030 年前关闭其全部 315

个燃煤电厂，才能兑现承诺。

该报告还预计，为了将温室气

体效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欧盟2050年前的碳排放量总

额需控制在6.5千兆吨，但如果

欧盟一直使用现有煤电设施并

保持现有排放水平，其总排放

将超标85%。

为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

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做出表态：

英国决定在2025年前关闭所

有煤电设施，法国计划到2021

年关闭所有燃煤电厂，芬兰打

算到2030年全面禁煤，西班牙

电力集团计划到2020年完全

关闭燃煤电厂。

欧洲民众对减少碳排放的

要求也与日俱增。今年5月，有

10个欧洲家庭就2030年温室

气体排放目标向欧盟提起诉

讼。他们认为，既定的40%减

排目标无法保护他们的基本权

利。早在2015年，荷兰民众就

成功起诉了政府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不力，最终法官裁定政府

应提高减排目标。比利时、爱

尔兰、英国、瑞士、挪威等欧洲

国家也有类似诉讼。

尽管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减

排呼声很高，一些对煤炭依赖

程度很高的欧洲国家想说放弃

却不容易。据《人民日报》报

道，德国、波兰两国煤炭排放总

量占欧盟的54%。德国一些人

士担心，短期内大幅削减煤炭

使用会造成失业人数增多和能

源价格波动。对此，德国联邦

网络监管局局长霍曼近日表

示，德国煤炭退出委员会将综

合考虑各方关切，最迟明年拿

出具体退出方案，力求既实现

结构转型，又符合环保目标。

2018.07.31 星期二
本版编辑：焦红霞 Email：zhgggb@163.com 热线：（010）56805053006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国际动态

能源观察

国际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环球一线

本报讯 电池储能能力

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

使用至关重要。美国哈佛大

学研究人员新发现一种有机

分子，有望用于长效、高质量

的液流电池，比目前使用的电

池更安全廉价。

液流电池是一种电化学

储能装置，在存储大规模清洁

能源方面比传统锂电池更安

全经济。目前常见的是正负

极使用钒盐溶液的钒液流电

池，但这种电池的成本及维护

费用都比较高。

日前发表在美国《焦耳》

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一种被称

为“玛士撒拉醌”的分子可在

长达几年时间内数万次充放

电。“玛士撒拉”取自《圣经·旧

约》中的长寿族长，醌是光合

作用和细胞呼吸等自然过程

中的关键分子。

哈佛大学材料科学及化

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对

醌在液体电池中的老化过程

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醌

分子进行改良修饰，研制成提

高了液流电池寿命的“玛士撒

拉醌”分子。

研究显示，在实验室条件

下，“玛士撒拉醌”分子的老化

率每天不足0.01％，每次充放

电 引 起 的 老 化 率 不 足

0.001％，每年的整体老化率预

计不到3％，预计可有效充放

电数万次。此外，“玛士撒拉

醌”分子可溶性强，在较小空

间中能储存更多能量。由于

“玛士撒拉醌”分子是在弱碱

性电解质中发挥作用，可使用

更为廉价的密封材料和聚合

物膜分离正负极，进一步降低

了成本。

论文通讯作者、哈佛大学

材料和能源技术教授迈克尔·

阿齐兹说，利用这一新发现分

子制备的液流电池具有更长

效的稳定性，并且已具备商用

能力。

（周 舟）

□ 苏海河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将于 11 月初开始对伊朗

石油出口实施制裁。虽然此间

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

钦表示可能考虑给予一些进口

伊朗石油的国家以“宽限”，让

紧张的气氛一度缓和。

但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再次重申了美国力争将伊朗

石油出口降为零的强硬态度。

美国的这一举措致使多年来自

称伊朗友好国家的日本被打了

个措手不及，能源、资源主要依

靠进口的日本离不开伊朗石

油，因此如何在维持与伊朗经

贸关系的同时又不开罪美国盟

友，成了日本政府的两难抉择。

日本能源主要依靠进口。

据日本能源资源厅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6年日本能源自给率

仅为 8.3%，且主要是水电、核

电和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

91.7%的能源依赖进口。在日

本的一次性能源比例中，煤炭、

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占到

总消耗量的 89%，其中石油占

比达39.7%。从日本的石油进

口来源看，2016 年进口的 12.3

亿桶原油中伊朗占6.7%，虽比

2005 年的 15%有所下降，但仍

是继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

之后的第五大来源国。

伊朗是世界主要能源大

国，原油储藏量居世界第 4

位。为保持伊朗的石油来源，

日本多年来与伊朗保持着友好

关系，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日本曾向伊朗提供日元贷款并

给予伊朗国民免签待遇，目的

是保持伊朗石油对日本的稳定

供应。2000 年邀请伊朗总统

访日时，日本曾一度获得中东

最大油田阿扎德甘油田开采

权。近年来，借联合国大会之

机，日伊领导人每年都举行会

晤。特别是 2015 年 7 月份伊

核协议签署后，日本再次看到

了开发伊朗石油的机遇，两国

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伊朗也希

望进一步扩大与日本的经济、

技术合作，其“石油友好”可见

一斑。

但是，今年 5 月份特朗普

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威胁制

裁与伊朗有石油交易往来的国

家，致使日本处境艰难。上月

底在东京举行的日美局长级经

济对话中，美国明确要求日本

加入制裁伊朗的行列。日本官

房长官菅义伟则在记者会上表

示，日本仍支持伊核协议，同时

为避免停止伊朗石油交易对日

本企业的影响，希望美国对日

本网开一面，至少延期制裁对

伊石油交易。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印度

曾在 2012 年用卢比与伊朗完

成了石油交易结算，因而多年

来致力于日元国际化的日本政

府不排除使用日元结算的可

能。但是，这将如何向美国交

代却面临着艰难抉择。

□ 苏海河

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

拉兹罗·瓦罗日前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

《2018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

世界能源投资总额约为1.1万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2%，主

要原因是传统能源领域投资下

降。这一变化表明，全球能源

投资正在持续转向新能源。

拉兹罗·瓦罗表示，可再生

能源领域的投资显著增长，支

撑了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随

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成

本不断下降。去年，全球电网

投资和能源领域的数字化取得

了显著发展，电网投资额超过

10亿美元，有力支撑了新能源

发展。同时，IT行业开始重视

对能源特别是新能源的投资。

中国、墨西哥、印度等投标规模

不断扩大，仅太阳能发电新增

规模就超过了 120 兆瓦。此

外，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发展势头良好。

拉兹罗·瓦罗认为，从能源

领域的环保状况看，低碳化在持

续。10年前确定的一批核能投

资计划仍在稳步推进。核电站

从规划、立项到启动周期为10

年，太阳能发电投资决定仅需半

年至1年。可以预料，核能投资

将有所下降，绿色能源投资比例

将进一步提升。由于今后每年

电力需求将增长2%，电力行业

的减排任务非常严峻。他充分

肯定了中国等有关国家推行的

碳排放交易权和二氧化碳回收

利用举措，不仅减少了排放，而

且可以有效回收利用二氧化

碳。亚洲新建电厂众多，且火力

发电机组使用寿命一般为50

年，加强二氧化碳回收，长期看

环境保护效果和经济效益将更

加明显。因此，二氧化碳回收、

储存、利用前景无限。

拉兹罗·瓦罗表示，根据预

测，到2040年绿色能源的使用

将彻底改变以石油、天然气为主

的能源结构。今后在扩大绿色

产能的同时，电能储存将是发展

重点。目前，电能储存仅够2小

时，各国配置的蓄电池主要用于

维护设施和网络应急备用，尚不

能满足天气变化的需要。拉兹

罗·瓦罗认为，化学科技的迅速

发展，将有助于蓄电池产业普

及。目前，风险资本对能源领域

的投资可能带来新变化，其中

IT行业的投资值得关注。中国

的IT企业重视绿色能源、可再

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些企

业投资的电池、电动汽车已经引

起世界的关注。去年，全球新增

电动汽车100万台，这将使石油

能耗持续下降。

关于能源领域的未来发

展，拉兹罗·瓦罗认为，考虑到

20年后的能源和环境，目前的

绿色能源投资远远不足，每年

投资 2500 亿美元，仅能满足

150兆瓦的市场，无法实现摆脱

碳素的目标，今后要么发展核

电，要么增加风力和光伏发

电。同时，还要加强电网建设，

加强软件开发。拉兹罗·瓦罗

表示，国际能源组织担心，新能

源设备制造业特别是光伏产品

企业的收益率不高可能影响今

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该领域

在提升技术、降低成本的同时，

有关企业应保持产品价格的合

理性，不断强身健体，增强行业

发展后劲。

拉兹罗·瓦罗表示，政府的

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应在研发

方面增加投入和支持力度，向

企业提供必要的补助。加强能

源、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应成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

点，各国应相互学习技术、相互

借鉴。每个人思维方式、环保

意识的提升都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

本报讯 中国电建承建

的斯里兰卡中部KMTC隧洞

项目日前举行开工仪式，莫勒

格哈坎达水库项目（M坝）发

电并网仪式以及卡卢河大坝

项目（K坝）下闸仪式也于同日

举行。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议长贾亚苏里亚等出席了当

天的仪式。西里塞纳致辞说，

感谢中国企业为改善斯里兰

卡人民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斯

方将尽最大努力协助这些项

目的建设工作，希望项目能为

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福祉。

据介绍，M坝水库项目是

斯里兰卡最大规模的水利枢

纽工程，已于2018年1月8日

竣工移交，对缓解斯里兰卡电

力紧张局面、造福当地经济和

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

K坝项目正在建设中，建

成后将为M坝发电调水，以

保证其发电能力，还将提高

斯里兰卡中部的灌溉能力。

KMTC隧洞项目建成后，将连

接M坝和K坝，进一步提升水

库的调洪、蓄水和发电功效。

（唐 璐 朱瑞卿）

想说“脱煤”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少欧洲国家纷纷为限制或禁止煤炭发电设定

时间表，但想真正摆脱煤炭，还将面对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全球能源投资持续转向新能源
——访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拉兹罗·瓦罗

中企助力斯里兰卡水电发展

美研究发现高效廉价电池新成分

制裁伊朗
让日本陷入两难

世贸组织总干事世贸组织总干事：：
贸易限制措施贸易限制措施

增加对世界增加对世界经济不利经济不利
7月25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

维多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媒体吹风会时表

示，贸易限制措施增加不利于世界经济

增长及创造就业，各方需以开放态度支

持世贸组织更好发挥作用。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