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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铺就中亚能源新丝路

带 来 超 越 光 亮 的 光 明

水电建设助柬加快清洁能源发展
□ 王 涛

在柬埔寨贡布省的甘再河上，一座大

禹治水雕像高高矗立，见证着这片土地的

岁月变迁和一座水电站的日夜坚守。自

2011年初全面投产发电以来，这座由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国

企业首个以BOT（建设、运营、转让）方式

投资开发的境外水电项目——甘再水电

站累计发电量超47亿千瓦时，成为一座

发电防洪兼顾、灌溉调流并举，造福一方

的生态型水利水电工程。

中国电建柬埔寨代表处国别代表

牛红国表示，洪玛奈首相于9月14日

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柬双

方签署的多项协议中包括水电等清洁

能源合作，为中国电建在柬埔寨市场的

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甘再水电站开启

了柬埔寨大规模开发清洁能源的序

幕。甘再水电站装机容量19.41万千

瓦，年平均发电量约4.98亿千瓦时，在

投产之初的两年间，便承担起保障首都

金边白天40%、夜间100%电力供应的

重任。

甘再水电站不仅点亮了当地的夜

空，还发挥着重要的拦蓄调水功能，可

以在雨季降低洪水侵袭的频次，在旱季

确保甘再河清水南流，让下游的响水度

假区一年四季流水淙淙，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旅游景点。据不完全统计，甘再

水电站库区已为周边果园供水超过

4000万立方米，使过去绕不过、躲不开

的大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库区周边和

甘再河两岸种植的经济作物，已由过去

的几百亩扩大到3000多亩。为履行社

会环境责任，中国电建与贡布省共同组

织实施了甘再水库鱼苗、虾苗投放活

动，以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目前，中

国电建已累计投放鱼虾幼苗6万余尾，

在山坡、河畔、道旁植树1600余棵。

牛红国表示，中国电建于2006年进

入柬埔寨工程承包市场，经过多年不懈

努力，在柬埔寨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营

业绩。目前，集团已在柬注册成立了中

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柬埔

寨分公司和中国电建（柬埔寨）有限公

司，在柬员工达1220人，其中柬当地员

工达802人。截至今年8月，中国电建及

集团成员企业在柬先后中标签约130个

项目。

除直接投资甘再水电站外，中国电

建还承建了其他公司投资的一大批重

大电力工程项目，在柬参与的电力建设

总装机达1052兆瓦，占柬全国电力装机

比例超27%，为柬清洁能源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其中被誉为柬“三峡工程”的最

大水电工程——桑河二级水电站，由中国

华能集团投资，中国电建负责勘测设计、

河床混凝土坝和发电厂房施工，总装机容

量达40万千瓦，采用8台中国制造的5万

千瓦灯泡贯流式机组，其额定水头、单机

容量在同类型水电机组中均处于世界前

列。2018年完全投产后，每年为柬提供

2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占

柬当年发电总量的20%以上。

斯伦河水利开发项目一期位于柬西

北部的奥多棉芷省、暹粒省和卜迭棉芷

省三省交界地区。项目建成后，雨季可

灌溉田地3万余公顷，旱季可灌溉田地

2.5万多公顷，使柬水稻的增产和多季种

植得以实现。该项目还降低了暹粒省的

洪涝灾害，改善了吴哥遗迹周围的旅游

环境。斯伦河水利开发项目二期位于奥

多棉芷省的斯伦河流域，主要由两岸均

质土坝、泄洪闸及全长240米的溢流堰

组成。2017年，斯伦河流域爆发特大洪

水，上游水库接连溃坝，斯伦河项目部紧

急下闸，成功拦蓄超过3米的洪水，避免

了工程下游城镇、村庄遭受洪灾，对当地

防洪和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完工的阿江水利灌溉工程

位于磅清扬省，该区域位于洞里萨湖流

域，是柬埔寨最好的稻米产地。阿江水

利灌溉工程包括引水枢纽、干渠和支渠

三大部分，灌溉面积为1万余公顷。该

工程的开发改变了当地稻农靠天吃饭

的日子，使当地的水稻种植由一季增加

至两季，大幅提高了当地水稻产量和村

民的生活水平。工程交工当年，柬埔寨

大米出口超过 63万吨，同比增长了

17.3%。2017年至2018年，柬埔寨稻

谷产量达 1051 万吨，同比增长了

5.6%。中国电建在该工程建设中成功

打造了标准高、质量优的“绿色名片”。

牛红国指出，柬埔寨是农业国家，

水稻种植历史久远，在众多农产品中，

大米最受市场青睐。因此，防洪灌溉一

直是柬埔寨的重要问题。自“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电建在柬陆续

开发实施了一批水利“双优”项目，在农

业灌溉、农村人畜饮水、城市供水和抗

旱应急供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际能源署发布《电网和安全能源转型》报告
本报讯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特

别报告指出，要实现所有国家气候目标

并保证能源安全，到2040年，全球需增

加或更换8000万公里的电网（相当于

目前全球所有电网总量）,并在电网运

营和监管方式方面作出重大改变。

这份名为《电网和安全能源转型》

的报告首次盘点了全球电网现状，并指

出电网对于电力供应脱碳和有效整合

可再生能源至关重要。报告警告说，近

年来，尽管电力需求强劲，但除中国外，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电网投

资有所下降；电网目前“跟不上”太阳

能、风能、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快速部署。

对于电网投资规模跟不上且电网

监管改革缓慢将造成的后果，报告指

出，在电网延迟的情况下，电力部门

2030年至2050年间累计二氧化碳排

放量将比承诺排放量多580亿吨。这

相当于过去4年全球电力行业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由此造成全球气温上升超

过2摄氏度的可能性为40%。

报告说，尽管可再生能源投资一直在

快速增长，且自201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

番，但全球电网投资总数几乎没有变化，仍

保持在每年约3000亿美元的水平。而到

2030年，这一资金必须增加一倍，达到每

年6000亿美元以上，才能实现气候目标。

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为实现各国能

源和气候目标，全球用电量的增长速度

需要比上一个十年快20%。目前，至少

有30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正在排

队等待接入电网，相当于2022年新增太

阳能光伏和风电容量的5倍。这表明电

网正在成为向净零排放过渡的瓶颈。

国际能源署警告，如果没有更多的

政策关注和投资，电网基础设施覆盖范

围和质量上的不足可能使全球气候目

标变得遥不可及，并损害能源安全。

（郭 爽）

第24届亚太电协大会在厦门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日前，

第24届东亚及西太平洋电力工业协会

大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本次大会以

“绿色低碳 电亮未来”为主题，为各方探

讨能源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

平台。这是继2004年后，时隔近20年，

亚太电协大会再次由中国内地承办。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除主旨演讲

外，还发布了亚太电协技术委员会专题

报告，举行了11场专题论文交流会，举

办了3场平行边会，并开展了文化之

夜、展览展示、技术参观等内容丰富、主

题多元、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为参会

嘉宾和代表打造多维度、跨领域的交流

及合作平台。大会展览会展区总面积

17500平方米左右，全方位展示了亚太

电协成员单位的创新成果与发展成就。

大会同期召开了亚太电协执委会

暨第48届理事会会议，亚太电协理事

会成员共同决议组织内部相关事务，共

谋亚太电协未来发展。

据了解，亚太电协成立48年来，

“大家庭”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拥有来自

18个国家和地区的66家成员单位，成

为亚太地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电力行

业国际组织。

□ 罗 毓 董江辉 代 贺

64岁的埃莱娜·波奇塔住在赤

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市北部的一个

小区。她家中摆放着电视机、音响、

电风扇等电器。

晚上，她和家人坐在明亮的屋子

里一起吃饭。

对于这一家，这样的场景，曾经

难奢望。

过去很长时间，波奇塔住的小区

停电频繁，她和家人吃晚饭时，常常

点蜡烛，点油灯。那是因为，马拉博

全市的用电，仅靠一座装机容量28

兆瓦的燃气电厂，其供电能力难以满

足当地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有时候两三天都没有电，天热

也不能用电风扇，只能熬着。冰箱里

也不敢放太多食物。”波奇塔说，一

次，她的孩子在玩耍时不慎碰倒蜡

烛，把桌布烧出一个大洞，险些酿成

火灾。

然而，伴随中国企业的到来，马

拉博燃气电厂迎来了升级大改造。

十多年前，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设集团”）

第三工程成套事业部开始对马拉博

燃气电厂进行扩建，新建三台装机容

量42兆瓦的燃气机组。去年，中设

集团新建的另一台42兆瓦燃气机组

也投入使用，使电厂总装机容量增至

196兆瓦。据中设集团介绍，目前电

厂能满足马拉博所在的比奥科岛全

岛的用电需求。

稳定的供电，驱走了猝不及防的

黑暗，更带来了超越光亮的光明。从

前因为缺电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一并

烟消云散。新华社记者到访波奇塔家

时，她高兴地打开冰箱，展示里面满满

当当的食物。她说，电厂扩建工程为

他们带来了光明，感谢中国建设者。

41岁的阿杜姆·卡亚在马拉博

西北部经营一间杂货店，以前因停电

频繁，店铺到傍晚就被迫关门，生意

受到很大影响。“现在供电稳定了，店

铺可以经营到晚上10点，生意好多

了。”卡亚说。

“燃气电厂新机组的投运从根本

上改变了马拉博电力供应不足、不稳

定和不持续的局面，极大提升了当地

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为马拉博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力能源保障。”中设集

团第三工程成套事业部副总经理

谢春晓说。

据介绍，目前共有87名当地员

工负责电厂的日常运行、检修和后勤

工作。

36岁的方多2010年赴中国学

习电力知识，目前在电厂担任操作

员。有了这份工作，他的生活也蒸蒸

日上，装修了房子，还买了车。“儿子

以我为榜样，也想到中国留学，找到

一份这样的好工作。”方多说。

谢春晓表示，随着马拉博经济社

会发展，城市用电负荷正逐年增加。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电厂扩容项

目和新能源供电方案，以更好满足当

地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中企扩建燃气电厂项目改善赤几居民用电难问题

□ 本报记者 杨 虹

中亚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

之地。共建“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实

践，10年来不断走深走实，能源作

为重点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历史悠

久，油气领域、清洁能源发电、电网

等方面多点开花，成果丰硕。

在哈萨克斯坦，今年2月，中国

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曼格什套项目

上率先安装大型固定排放源在线大

气排放自动监测系统，为在哈萨克

斯坦企业树立了环保样板。该公司

的奇姆肯特炼厂2022年有效提升

硫磺转化率，实现每年减排二氧化硫

4000吨。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公司

2021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积极推行

“油改电”，用网电代替柴油机，生产

区域碳排放显著降低。截至2023年

5月，寰泰能源已在哈萨克斯坦建成

6个新能源项目，总规模380兆瓦，累

计为当地提供14.1亿千瓦时绿色电

力，减少碳排放共计141万吨。

在吉尔吉斯斯坦，由特变电工

承建的“达特卡—克明”500千伏输

变电工程是中吉两国最大的电力合

作项目。该项目构建了该国电网南

北主干线，使得南部丰富的水电直

接输送到缺电的北部和首都比什凯

克地区，帮助该国结束了国内电力

输送需要借道邻国的历史，实现了

国家电网独立输电和国内外互联。

在塔吉克斯坦，500千伏“南—

北”输变电工程是连通塔吉克斯坦

南北两大电网的枢纽电网，是解决

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常年依赖他国

电力供应、实现国家电网统一重大

电力工程项目。特变电工用最先进

的输变电技术装备了该国的电网，

用最节能的产品保障线路的经济效

益，提前一年半完工。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在建最大

风电项目——中国能建乌兹别克斯

坦布哈拉风电项目正在加速推进。该

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

160万吨，惠及该国百万居民。今年

5月，寰泰能源与乌兹别克斯坦能源

部签署500兆瓦风电合作投资协议

书，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兴建中亚地区

第一座山地风电站项目。

在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天然气项

目是中国石油拥有100%权益的海

外最大天然气合作项目。阿姆河两

期工程先后发现气田45个，形成6个

千亿立方米气区格局，建成年产天

然气140亿立方米，助力该国经济社

会发展，为中土合作再添新成果、新

亮点。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ABC线年输气能力550亿立方米，

由中国石油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合

资运营，将中亚资源国、过境国和中

国市场紧密连接在一起，深化了中国

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推动

中亚各国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

一直以来，中国能源企业始终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环保优先”的原则，在能源合作

项目中创新工艺技术，实现高标准、

高效率、高质量运行，展示中国方案

和中国智慧，努力实现生产与自然

生态和谐共融、互利共赢的能源合

作新格局。如寰泰能源在哈萨克斯

坦建设项目非常关注对环境、对百

姓生活的影响。建设风电项目前

期，在当地法律没有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公司主动开展鸟类评估、噪

声、光影闪变等环境评估，确保项目

建设尽可能地减少对当地环境的不

利影响。此外，中国企业在中亚地

区耕耘这些年，为当地创造了大量

就业岗位，并培养了大量能源领域

的本地技术人才，推动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让当地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多家能

源企业宣布了在中亚投资的“大

单”。中国石化与哈萨克斯坦国家

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京签署了关于哈

萨克斯坦聚乙烯项目公司的入股协

议、苯二甲酸/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项目联合前期可研开发协议，该

项目是哈萨克斯坦第一个大型化工

项目；寰泰能源与哈萨克斯坦合作

伙伴共同签署了250兆瓦风电项目

合作协议；大唐发电与乌兹别克斯

坦能源部签署了300兆瓦光伏项目

购电协议重点条款协议；国家电投

所属中电国际、黄河公司分别与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有关合作

方签署了风电项目、绿氢项目合作

协议，绿氢项目合作协议是乌兹别

克斯坦首个绿氢项目，可为乌兹别

克斯坦化学工业减碳提供示范，并

服务于乌兹别克斯坦能源愿景……

在中亚，有一句谚语“友谊是永

不枯竭的财富”。在“用真心换真

心”的情谊往来中，中国企业正致力

于打造一条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

通“三位一体”的能源丝路。

美国非洲问题专家：“一带一路”倡议让全世界受益
□ 邓仙来 许 缘

美国非洲问题专家劳伦斯·弗

里曼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为

改善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作出重要贡

献，让全世界受益。

弗里曼专注非洲政治经济和发

展问题研究超过30年。他认为，电

力严重短缺是非洲面临的最棘手基

础设施问题，不但加剧贫困，更在

“杀害”非洲人。他说，“这不是隐

喻”，因为没有电，工农业生产及医

院等民生基础设施都无从谈起。中

国正与众多非洲国家积极合作解决

这一问题。“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

涵盖能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

学校等方方面面，中国对非洲基础

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不

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非洲问题专家，弗里曼曾

就经济发展政策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多国政府建言献策，也是非洲多个

“一带一路”项目的亲历者，对中国

援非铁路项目印象尤其深刻。

2016年，弗里曼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参加了中非产能合作

早期收获项目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

提电气化铁路通车仪式。2021年，

弗里曼首次在非洲乘坐火车，正是

在中国承建的尼日利亚阿布贾至卡

杜纳铁路（阿卡铁路）上。

谈到部分美国政客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攻击，弗

里曼表示，所谓中国在非洲推行“债

务陷阱外交”已被专家反复证伪，中

国从不干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

部事务，“一带一路”项目贷款没有

附加条件。弗里曼说，美国外交官

和国会议员等一再无凭无据地抹黑

中国对非政策，“这已经不是无视事

实，而是蓄意散布虚假信息”。

“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深度对接
——访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

□ 胡 冠 王海洲

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

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日前接受新

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说，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

景”深度对接，过去十年来中国和沙

特经贸合作水平迅速提升，给企业

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阿布纳扬表示，得益于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及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中国与沙特在贸易、投融资、建设、

能源和新技术开发等多领域合作持

续扩大，给企业带来了多元化和可

持续的发展机遇。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期间，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

公司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包括投融资、

工程承包、设备采购等多份合作协议，

涵盖太阳能、绿色氢能以及海水淡化

等领域，进一步落实了公司与中国投

资者、金融机构、承包商和供应商长期

合作、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过去十年，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持续发展，得到中国合作伙伴

在项目建设、供应链和技术等方面

的宝贵支持”。阿布纳扬说，在新能

源和海水淡化等方面，中国企业分享

了宝贵经验，提高了沙特国际电力和

水务公司在相关项目中的建设和运

营能力。

他表示，沙特企业对于进入中

国市场也有很大兴趣。“我们看到了

中国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巨大需

求，期待与中国伙伴友好互利合作

能结出丰硕成果。”

在位于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的马拉博燃气电厂，中方技术人员查看稳

压水罐。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