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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可持续能源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总结了“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可持续能源”主题研

究的主要结论。 

文件评估了推动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转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扩大能源普及和转用清洁能源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评估了在实现这一转

型、尤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的挑战。文件审查了加速能源转

型的政策选项，并探讨了在推动亚太区域转型的能源需求和天赋资源方面

存在的区域差距。 

本文件最后提出建立一个区域可持续能源合作框架，以推广能源系统

转型途径、区域互联互通和体制安排。 

 

 

一．导言 

1.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在能源方面面临多重挑战。第一项挑战是增加能源供

应，以满足本区域因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日益增长的需求。第

二项挑战是向还用不上电的 4.21 亿左右人口和依靠传统生物物质做饭取暖的



E/ESCAP/73/7 

 

2 B17-00372 

21 亿人口普及能源。
1
  第三项挑战是改用低碳型能源并使能源结构多元化，

以加强能源保障，减少环境影响、尤其是空气污染，并履行对气候变化的全

球承诺。 

2. 满足多重能源挑战需要转变能源生成、传输和消费的方式。应对能源挑

战也将成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 7：确

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执行工作的一个组成部

分。转型的主要构件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

例，扩大能源普及以及加强整个区域的互联互通。 

3. 虽然很多国家的能源部门正在缓慢转型，但要加快步伐、雄心勃勃地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国家能源保障，就需要进行大幅转型，包括制定更加有

力和可预测的政府立法和政策，增加对能源转型的公私营投资和融资，加强

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在国家和区域内以及国家和区域间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 

4. 经社会在其第七十二届会议上决定，将“开展区域合作促进可持续能

源”作为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的主题。本文件概述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合作促进可持续能源”主题研究的主要定论和建议，探讨了当前驱动能源转

型的趋势，查明了本区域在迅速迈向可持续现代能源之际满足能源需求日益

增长带来的一些主要挑战，并提出了有助于推动必要转型的政策措施。文件

还分析了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并确定了区域合作对推动亚太区域能

源可持续未来的作用。 

二． 能源系统转型 

5. 能源系统转型并非新概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能源危机暴

露了许多国家对进口石油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对利用国内能源供应满足需

求以及增加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必要性的讨论。 

6. 推动本区域国家转变能源系统的关键因素有几个，包括：加强能源保障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能源普及存在缺口；环境对身心健康产生影

响；大力推动能源部门的脱碳。下文将对上述各项趋势逐一进行更加具体的

探讨。此外，下表综述了亚太区域主要的能源指标，证明了能源转型的紧迫

性。 

 

 

 

 

                                                 
1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Global Tracking Framework – Progress toward Sustainable 

Energy 2017（华盛顿特区，2017 年）。可查询：http://gtf.esmap.org/data/files/ 

download-documents/eegp17-01_gtf_full_report_final_for_web_posting_04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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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的主要指标 

 

 1990 2000 2010 2014 

国内生产总值（按 2005年购买力平价

计算） 
8 931 774 10 267 632 15 758 130 18 598 63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百分比） 5.0 5.8 7.3 3.8 

人口 3 278 430 3 764 208 4 182 135 4 430 890 

城市化率(百分比) 33.6 38.2 45.0 48.8 

一次能源供应总量（公吨石油当量） 3 346 473 3 865 700 6 084 127 6 777 730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

比例（百分比） 

16.72 15.97 12.52 12.83 

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

例（百分比） 

80.30 79.85 84.40 85.15 

碳排放量（百万吨） 7 750 9 148 15 469 17 588 

一次能源强度（按 2011年购买力平价

计算的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千克油

当量） 

222 186 158 152 

(2013 年) 

用不上电的人口（百万） 947 790 505 421 

已用上电的人口比例：城市/乡村（百

分比） 

94.5/65.0 97.5/70.0 97.2/79.1 98.3/86.2 

用不上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 2 116 182 2 062 785 2 049 246 2 135 689 

已用上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

城市/乡村（百分比） 

88.1/20.5 不适用 不适用 88.0/20.8 

(2012 年) 

 

资料来源：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可登

录网站 http://asiapacificenergy.org（2017 年 4 月 3 日查阅）。 

 

A. 能源保障 

7. 实现国家能源保障仍然是能源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可由此保护经济免受

价格波动和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并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最近，加强需求

侧管理的趋势（包括负载管理和能源效率）努力通过减少能源需求来解决能

源保障问题。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也有助于实现能源保障的目标，减少对进

口能源的依赖以及推广离网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有助于缓解基础负荷需求。

对供应的可承受性、可及性和连续性的传统理解的范围也因此有所扩大，还

要考虑到向低碳型可持续能源系统的长期转型，从而满足经济增长的能源需

求并推动实现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8. 能源保障方面的优先事项和关切点在制定国家能源系统转型计划中发挥

关键作用。对本区域的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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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言，能源保障的优先事项包括：储存能源，实现燃料和来源的多元

化，并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对于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比例不断增长的新兴

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等），能源保障的重点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需求管

理，实现进口燃料和来源的多元化，改革并创建市场，并对能源基础设施和

发电能力进行投资。对化石燃料的主要出口国（如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

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等）来说，

能源保障方面的优先工作是保护贸易基础设施和线路，保持投资和技术的流

动，确保收入来源的稳定，并获取新储量。对于高度依赖进口的中等收入国

家，重点是实现进口来源和燃料的多元化，对外部储量进行投资，并保持能

源系统的灵活性。对于完全依赖进口的低收入国家来说，要优先扩大能源普

及，缩小能源需求与进口能源供应之间的缺口，并确保用于资源开发和基础

设施投资的资本和融资。对小岛屿国家而言，应侧重于改善能源治理，更多

地利用当地现成的可再生能源，改善数据和信息，并确保外援的稳定流动。 

B. 能源需求的增长 

9. 本区域强劲的经济增长潜力导致能源方面将出现能源需求继续超过所有

其他区域的情形。未来的几种趋势都有可能驱动本区域能源消费的增长。首

先，1990 年至 2014 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5%。同一时期，一次能源供应

总量平均增长率为 2.98%。2010 年至 2035 年间，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 60%，
2
  

或约 3.65 万亿吨石油当量。其次，未来几十年，本区域城市人口将大幅增

长，而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超过农村人口，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增长。第

三，到 2030 年，亚太区域将占全球中产阶层人口的 66%，占全球中产阶层消

费的 59%，而 2009 年则分别为 28%和 23%。
3
  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将对能

源需求以及含能源的商品和服务产生重大影响。选择何种能源来满足不断增

长的需求、能源使用效率如何提高，将极大地影响本区域乃至其他地方的经

济发展、环境卫生和社会进步的进程。 

C. 能源服务缺口 

10. 虽然本区域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增长带来的惠益却分配不均。本区域总

共有 4.21 亿人仍未用上现代能源，还有 21 亿人做饭取暖还用不上清洁燃

料。虽然目前的趋势显示电力供应有所改善，但是缺乏清洁燃料的人数二十

年来始终保持在 20 亿以上。可靠的能源供应是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基

础，能够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因此，未来能源供应量的增加需要满足那

些缺少能源服务的人口的需求，因为长期缺乏能源服务会加剧贫困的循环，

阻碍生计的改善，并对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障碍。 

                                                 
2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Energy 

Outl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October 2013（马尼拉，亚行，2015 年）。可查

询：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30429/energy-outlook. 

pdf。 

3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An emerging 

middle class”，2012 年。可查询：http://oecdobserver.org/news/fullstory.php/ 

aid/3681/An_emerging_middle_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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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11. 能源（尤其是化石燃料）消费的增加会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对社会和环境

造成严重的后果和代价。空气污染不仅会影响民众的健康，而且会损害整个

城市和经济的增长潜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14 年全球城市环

境空气污染数据库对全球 1 622 个城市的排名，
4
  在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

米颗粒物和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颗粒物年均值排在最前面的 100 个高污

染城市中，亚太区域占了 85 个。这些城市的均值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

指南的 5至 27倍。 

12. 燃料的节省、与空气污染产生的健康影响相关的外部效应或成本以及因

避免灾难性气候影响而节约的成本几乎可以抵消转型的所有成本。根据斯坦

福大学所作的情景设计，如果向可持续能源经济全面转型，到 2050 年时，将

为就业、能源可靠性、公共卫生、能源成本稳定和环境管理带来巨大的实质

性效益。
5
 

E. 能源部门的脱碳大计 

13. 目前亚太区域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半以上。2015 年，各国达成了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巴黎协定》，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加快和加强实现可持续低碳未

来所需的行动和投资，从而在二十一世纪将全球升温严格控制在工业化前水

平以上 2 摄氏度之内，并力争将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这就要求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到 2050 年须大幅减少，因此需要大力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供

应和使用方式。 

14. 在 2016 年全球 10 个能源碳排放大户中，有 6 个在亚太区域：中国、俄

罗斯联邦、印度、日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尽管人均排放量远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本区域的碳排放量仅在 20 年间就增加了一倍多。
6
  因

此，《巴黎协定》要取得成功，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方案要充分落实，要树立

理想，以缩小当前承诺与 2 摄氏度升温限制国际目标之间的排放差距，就要

在本区域进行能源转型。 

15. 在 1990 年至 2014 年间，本区域的整体能源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化石燃

料的比例从 80.4%上升到 85.2%，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供应大幅增加的背景

下却从 16.72%下降到 12.83%。
6
  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尽管油价

波动不稳，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过去二十年来却相差无几。然而，可再生能源

成本的下降以及政治承诺终于启动了趋势的转变，2014 年本区域可再生能源

                                                 
4
  WHO，WHO Global Urban Ambient Air Pollution Database，2016 年最新资料。可查询：

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databases/cities/en/（2017 年 4 月 3 日

查阅）。 

5
  Mark Z. Jacobson and others，“100% clean and renewable wind, water，and 

sunlight (WWS) all-sector energy roadmaps for 139 countries of the world”，

2017 年 4 月 7 日。可查询：https://web.stanford.edu/group/efmh/jacobson/Articles/ 

I/CountriesWWS.pdf。 

6
  亚太经社会，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可查询：http://asiapacificenergy.org/（2017 年 4

月 3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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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全球范围内，2016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估计增加了

161 千兆瓦，
7
  尽管全球所有化石燃料的价格都在下滑，但对化石燃料的补

贴依然存在，可再生能源还面临着其它挑战，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

升的整合、政策和政治的不稳定以及监管壁垒和财政拮据等。 

16. 亚太区域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已认识到将能源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巴黎协定》对接的必要性。由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转型，所以各国

无需从零开始。以下例子说明了当前取得的进展。 

17. 泰国政府正在推动“泰国 4.0”，这项政府议程及二十年国家战略旨在

提高经济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的是建设一个以创意、创新、可持续

性和安全为特点的综合能源系统。
8
  能源部已设立了“能源 4.0”政策平

台，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小电厂、混

合动力公司和电动汽车进行整合。尽管对化石燃料发电仍在投资，但是这项

政策表明政府有意为应对国家在能源方面的挑战寻找新出路。 

18. 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 年）中包括

了能源转型战略，侧重于能源需求结构的转型，并推广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绿色产业，打算在未来五年中深化向清洁能源和低碳发展的转型，

这也是中国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项计划的目标包括将国

内生产总值单位能源消耗在 2015 年水平上降低 15%，将非化石燃料在能源结

构中的比例从 2015年的 12%增加到 15%。
9
  

19. 太平洋次区域国家不仅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极端不利影响（包括日益频繁

的恶劣天气以及海岸侵蚀现象），而且对进口燃料的长期依赖渗透大多数经

济部门（包括发电和交通运输），使国家严重受制于油价波动，给外汇储备

带来巨大负担。现已有多个国家和领土确定了 100%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

标，其中包括库克群岛、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托克劳、图瓦卢

和瓦努阿图。
6
  斐济已计划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以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并于 2014 年启动了国家能源政策，目的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

2020 年达到能源总产量的 80%，2030 年达到 100%。
10
  瓦努阿图带头于 2014

年 4 月推出了国家能源路线图，目的是确保在 15 年内使可再生能源达到

                                                 
7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capacity highlights”，2017

年 3 月 30 日。可查询：www.irena.org/DocumentDownloads/Publications/RE_stats_ 

highlights_2017.pdf。 

8
  泰国，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Thailand 4.0 policy to become 

a mechanism for national reform”，2017 年 1 月 5 日。可查询：http://thailand.prd. 

go.th/ewt_news.php?nid=4601&filename=index。 

9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2016-2020 年）”，2016 年 12 月 7 日。可查询：http://en.ndrc.gov.cn/ 

newsrelease/201612/P020161207645765233498.pdf。 

10
  参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斐济的预期国家自主贡献”，国家自主贡献登记册。

可查询： www4.unfccc.int/ndcregistry/PublishedDocuments/Fiji%20First/FIJI_iNDC 

_Final_051115.pdf（2017 年 4 月 3 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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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1
  汤加 2010-2020 年能源路线图提出了一套最低成本做法和一项执行

计划，目的是减少汤加面对石油价格冲击的脆弱性，并以财政和环境可持续

方式普及现代能源优质服务。
12
 

三． 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的主要挑战和选项 

20. 《2030 年议程》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安全、韧性和可持续的人类居住地而

且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能源的世界的愿景。可持续发展

目标 7 中的具体目标是：到 2030 年，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

能源服务，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并将全球能效改

善率提高一倍。 

21. 总体来说，商业市场上已具备了加快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

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两方面的技术。需要应对的挑战多半并非技术性问题，

而是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可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政

策和法规将成为加快能源转型的最大推动力。本文件中所作的分析包括了上

述三个主要方面——技术、社会和经济/融资——将治理作为一个跨部门性问

题。 

A. 能源普及 

22. 由于超过 4.21 亿人还未用上现代能源，还有 21 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

的 30%左右）仍靠传统燃料做饭取暖，因此要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仍是亚太区域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之一。 

23. 各次区域能源普及的进展情况有所不同。诚然，每个次区域的能源普及

程度都有大幅提高。在太平洋次区域，尽管斐济和瑙鲁等个别国家接近于全

面普及，但总体进展停滞不前，岛内平均普及率约为 80%。
6
  此外，由于本

区域的城市电气化率接近 99%，余下的最后一公里是农村人口，而且多半在偏

远而人口分散的社区。要将电网延伸到这些社区，经济可行性通常不高，因

此需要新的离网技术。 

24. 清洁燃料的普及情况与电力普及大不相同，进展缓慢。事实上，仍靠不

可持续的传统生物物质做饭取暖的人数有所增加。本区域虽有孟加拉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等正面例子，但与电力普及的情况相比，在国家政

策中重视清洁燃料普及问题的政府相对而言少之又少。
6
 

25. 然而，融资仍然是加速实现能源普及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据估计，

全球每年需要大约 10 亿至 520 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各国政府期望达到的能源

                                                 
11
  参阅瓦努阿图，能源部，“Updated Vanuatu National Energy Road Map 2016-2030”，

2016 年 6 月。可查询：www.nab.v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NERM2016-30. 

compressed.pdf。 

12
  参阅汤加，“2010-2020 年汤加能源路线图”，2010 年 6 月。可查询：https://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1330tongaEnergy%20Strategy.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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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程度。
13
  私营部门筹资在填补资金缺口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要吸

引私人资本来投资是一项挑战，因为可持续能源项目的前期资本支出在项目

成本中的比例通常较高，而且回报率较低。此外，政策和管理方面许多明显

的风险也会吓退投资者。因此，增加对能源普及的投资需要各国政府的支

持，通过一整套强有力的可行商业模式来增加能源普及的商业可行性，从而

解决分担或缓解风险的问题，并增加项目收入来源。政府需要提供扶持性政

策环境，同时转而利用智能创新机制释放资金，如利率补贴、技术免税或信

贷风险担保等。此外，要确保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需要大力重视地方参

与，支持能源市场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能源的有效利用。 

B. 可再生能源 

26. 国际能源署预测，如果各国遵守《巴黎协定》的承诺，那么到 2040 年，

全球发电量的 37%将来自可再生能源，而目前是 23%。
14
  增加现代可再生能

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将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能

供应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本区域各国都已承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已

有 45 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制定了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国家政策，而 2010 年

只有 17 个国家这样做。但由于现有的部署障碍，本区域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比

例仍然相对较低。 

27. 这些障碍大致可分为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体制和行政壁垒、市场壁

垒、财政壁垒、基础设施壁垒、技术人才缺乏、公众接受程度以及环境问

题。
15

  由于技术经济条件、市场和体制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每个国家或区域

存在的障碍也各不相同。例如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和电网问题以及监管和行

政障碍是部署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障碍。
16

  非经济壁垒提高了融资人所需的投

资回报率以及相关的风险溢价。简化行政要求、政府贷款担保或贷款损失准

备金等政策措施能够克服其中的一些障碍。 

28. 虽然融资仍是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但仍在进步之中。可再生能源的投

资和安装在 2015 年达到最高峰，当时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承诺投资（大型水

电项目除外）增长了 5%，达到 2 859 亿美元。其中，亚太区域为 1 606 亿美

元，包括中国的 1 029 亿美元和印度的 102 亿美元。2015 年可再生能源占新

                                                 
13
  亚太经社会，“成果文件草案”，有关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7、具体目标 7.1 的研讨会，

曼谷，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3日。可查询：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content/documents/11336Seminar%20on%20SDG7_Outcome%20Document_FINALv3%20CLEAN.

pdf。 

1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6 （巴黎，2016 年）。 

15
  Simon Müller and others，“Renewable energy: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deploying renewables – information paper”（巴黎，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署，2011

年)。可查询：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Renew_ 

Policies.pdf。 
16
  Samantha Ölz and Milou Beerepoot，“Deploying renewables in Southeast Asia：

trends and potentials – working paper”（巴黎，经合组织和国家能源署，2010 年）。

可查询：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Renew_SEA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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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装机容量的比例首次超过 50%，可再生能源投资额首次达到煤和天然气发电

投资额的两倍以上。
17
 

29. 通过创新手段和融资机制，陆上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世界

许多地方已达到与市电平价，能与传统电力竞争。例如，2014 年，全球具有

联网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平准化电能成本降至每千瓦 0.08美元，比 2010

年下降了 50%，
18
  尽管定价改革步伐缓慢。 

30. 亚太区域、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国面临的另一项严峻的共同挑战是通过稳

定和长期的政策促进能源系统的转型。可预见的政策对吸引投资、提高生产

能力、推动新技术的开发和成熟以及增加就业岗位十分重要。政府可通过在

采购方面优先选择清洁能源技术和/或为能源供应商制定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

源结构方面的标准来助推规模经济，以加快部署步伐。 

C. 能源效率 

31. 即便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千克油当量已从 1990 年的 222 大幅降至

2013 年的 152，亚洲及太平洋 2014 年依然是全球能源强度最高的区域。
6
  

因此，应该制定改善能效的综合战略。从个人、建筑物、城市到整个经济体

的每一种规模，能效都是能源转型过程中合乎逻辑的第一步。 

32. 亚太区域的节能潜力依然很高。与常规做法相比，节能措施可在 2035 年

前将能耗减少 35%。
19
  要加快提高能效的步伐，就要求亚太各国克服阻碍消

费者和企业购买最节能设备和电器的市场壁垒。其中包括市场失调和缺陷；

消费者首先关心成本而非寿命周期费用；人们的态度、行为和误导误传以及

那些不利于能源生产力提升或奖励低效能耗的财政政策。这些障碍通常需要

政府进行干预，强制实施标签制度，确立国家和部门性节能目标，并建立落

实和执行任务所需的法律框架。 

33. 在改善能效的政策方面，有效的目标是指那些配以详细部门实施计划并

严格执行的目标。本区域使用的基本政策杠杆大致可分为激励措施、标准和

惩罚措施以及加强能力和管理的方案。需要制定法规，为建立能效标准和标

签制度以及产业节能方案提供法律规定。这些方案可逐步开发，初期阶段将

重点放在优先技术上，发展阶段再扩大范围。技术或绩效标准和标签方面的

强制性方案尤为有效，尤其对关键技术而言，当然试点阶段可推出自愿方

案。执行机制是此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执行机制的法律框架和

强制性方案是维持能源转型所需的节能政策的关键因素。强制性方案可能需

                                                 
17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Finance，and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6 （法兰克福，2016 年）。 

18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4 （波恩，2015 年）。可查询：www.irena.org/DocumentDownloads/Publications/ 

IRENA_RE_Power_Costs_2014_report.pdf。 

19
  亚太经社会，“亚太区域：应对气候变化”，2015 年 12 月 10 日。可查询：www.unescap. 

org/op-ed/asia-pacific-response-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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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定执行计划的条件，以实现目标，并定期监测和报告进展情况，还要加

上若不达标则将受到政府严加监管或处罚的实际威慑。 

四． 实现亚太区域的能源转型 

34. 这一部分列举了治理、立法、监管和方案举措以及伙伴关系方面的各种

选项，供亚太区域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将经济和人口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脱

钩以及消灭能源贫困的战略时考虑。 

A. 加强治理和能力 

35. 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是因为市场和私营企业本身没

有能力应对阻碍能源快速转型的各种技术、资金和社会挑战。
20
  在本区域许

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应对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方面将继续发挥关键作

用。 

36. 政府影响投资的方式有：通过促进投资带来的额外收入改善项目融资；

降低风险；向投资者提供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投资者的业务和

技术选择提供监管稳定性。政府掌握着大量可自行支配的财政工具，其中包

括直接拨款和投资，将经费直接转给受益方，一般用于研究和开发；贷款和

贷款担保，用于消除私营部门和投资者在研发阶段或商业化和扩张阶段面临

的风险；有助于改善可再生能源技术初始投资或运营经济情况的税率优惠措

施，
21
  或将碳融资作为项目的额外收入来源。 

37. 本区域各国必须克服的主要挑战在于相对薄弱和分散的体制安排，这种

安排将利益攸关方置于能源系统转型的中心，需要采取多学科的办法来处理

这项关键因素，如加强伙伴关系，并推动科技创新和跨境电力贸易。因此，

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同心协力有效采取协调行动的体制环境。 

B. 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 

38. 能源系统转型需要在清洁能源、能源市场改革、碳排放量定价以及化石

燃料补贴改革方面采取综合性激励措施，而且必须解决城乡之间因能源税和

化石燃料补贴改革导致的社会问题。 

39. 淘汰化石燃料补贴应该是本区域政策改革议程的首要任务。此种补贴扭

曲了激励措施，鼓励了化石燃料，牺牲了清洁能源，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

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除了导致财政失衡和公共债务之外，补贴还压制了对

能源部门的投资，从而阻碍能源供应并加剧经济损失。改革成功的要素包

括：通过针对性补贴和现金转让提供社会支持，开展体制改革以促进市场定

                                                 
20
  Laura Anadon, Matthew Bunn and Venkatesh Narayanamurti，eds.，Transforming  

U.S. Energy Innova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1
  哈佛大学，“Beyond the Debat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Finance”，2012 年 12 月 15日。可查询：http://sitn.hms.harvard.edu/flash/2012/ 

energy-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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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推动改善能源效率，制定透明的沟通策略。
22
  对亚太各国能源价格改

革的审查显示，迄今为止的结果喜忧参半。2012 年，在全球补贴化石燃料消

费最高的前 25 个国家中，有 10 个在亚洲。亚行认为，“能源补贴改革已崛

起成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最重大的政策挑战之一”。
23
  

40. 碳定价是提高本区域主要国家有效碳价格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目前碳

价太低，无法为低碳道路提供充分的动力。在整个经济系统内进行碳定价将

在企业和消费者中发出推动低碳道路的价格信号，并刺激清洁技术和流程创

新，同时也支持长期的行为改变。长期、可靠的碳价格可能引发基础设施、

技术和行为方面的长期的根本性变化。本区域很多国家都已在地方或国家层

面实施排放交易制度，另外一些国家正在开发之中。碳定价可通过拍卖排放

许可证和收取碳税来增加宝贵的公共收入。据估计，中国新推出的国家排放

交易制度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将排放交易计划和碳税的总值翻一番，达到约 

1 000 亿美元。各项研究一致显示，在用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种现有手段

中，碳价格最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22
  以下简要介绍国家

改革能源价格和补贴及税制工作的几个例子。 

41. 印度于 2014 年 10 月实施全价解禁，允许公共部门石油销售公司在成本

回收的基础上对柴油进行定价。对天然气的价格作了修订，采用了修订后的

市场联动定价。对液化石油气实施了惠益直接转让制度，并规定了液化石油

气的单位补贴额。 

42. 印度尼西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占最终能源消费的 55%左右。该国长期

补贴化石燃料，以保护穷人免受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但这种做法阻碍了清

洁能源的投资环境。政府最近重点开展了一项开支改革，将燃料补贴的预算

费用从 2015 年的 80 亿美元降至 2016 年的 40 亿美元以下。这些资源将转用

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投资，优先领域包括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

设施。
23
 

43. 马来西亚 2014 年 1 月将电费平均提高了 15%。恢复了燃料成本调整制

度，以反映国际天然气价格走势。某些用户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幅度高达 26%。

汽油和柴油补贴于 2014年 12月废除。
24
  

44. 中国将符合条件的先进企业和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至

15%，适用领域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地热能。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2
  亚太经社会，《亚太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学》（ST/ESCAP/2761）。可查询：www.unescap. 

org/sites/default/files/The%20Economics%20of%20Climate%20Change%20%20in%20the%

20Asia-Pacific%20region.pdf。 

23
  亚行，Fossil Fuel Subsidies in Asia：Trends, Impacts, and Reforms – 

Integrative Report （马尼拉，2016 年）。可查询：www.adb.org/sites/default/ 

files/publication/182255/fossil-fuel-subsidies-asia.pdf。 

24
  国际能源署，World Energy Outlook 2014 （巴黎，2014 年）。可查询：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_2014_ES_English_WEB.pdf。 



E/ESCAP/73/7 

 

12 B17-00372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对风力发电和自产光伏发电的销售返还 50%的增值

税。
25
 

C. 调动资金与投资 

45. 在全球层面，到 2020 年，仅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需求这一项就将达到

每年 5 000 亿美元，到 2030 年将增加到每年 1 万亿美元。
26
  从公共部门筹

集资金的机会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项目发起人必须依靠私人融资和商业融

资。公共部门目前 15%的筹资比例无法再提高，因此，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

私营部门可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可能每年从养老基

金和保险公司筹得约 2.8万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投资。
27
   

46. 需要制定提高金融资源可用性和可负担性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的范围

很广，从提供公共资金到激励私营部门融资等，其中包括银行监管、公共融

资计划、碳融资、金融业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竞争和透明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以及创新型金融工具。 

47. 私人投资在推动能源普及方面的潜力不容低估。所谓“金字塔底层”的

能源用户目前用于煤油、电池和蜡烛等能源服务方面花费 370 亿美元，而这

些能源服务往往效率低下，并且比清洁替代能源价格更贵。
28
  私营部门许多

具有开拓精神的公司已开发出低成本的家用级或村级能源系统，如太阳能灯

和沼气或微型水力发电系统，并且正在推广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流通创新

的商业模式。在整个亚太区域，农村小额信贷正在为能源普及工程提供资

金。例如，孟加拉国的格拉米恩·沙科迪组织已为 50 万个家用太阳能系统提

供了资金。在尼泊尔，当地技术能力的进步已降低了沼气和微型水力发电系

统的设备成本。印度在其农村电气化工程中利用公私伙伴关系，过去十年间

已使 3 200 万户家庭用上了电。
29
  本地的能源供应可以发挥促进作用，实现

经济增长，并且扩大对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由这些开拓型公司来满

足，由此增加商机。 

                                                 
25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Taxes and Incentives for Renewable Energy 

(n.p.，2015 年)。可查询：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pdf/2015/09/ 

taxes-and-incentives-2015-web-v2.pdf。 

26
  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署，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2: Pathways to a Clean 

Energy System （巴黎，国际能源署，2012 年）。可查询：https://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TP2012_free.pdf。 

27
  Christopher Kaminker and Fiona Stewart，“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financing clean energy”，Working Papers on Finance，Insurance and Private 

Pensions，第 23 号（巴黎，经合组织，2012 年）。可查询：www.oecd.org/environment/ 

WP_23_TheRoleOfInstitutionalInvestorsInFinancingCleanEnergy.pdf。 

28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rom Gap to Opportunity: Business Models 

for Scaling Up Energy Access （华盛顿特区，2012 年）。可查询：www.ifc.org 

/wps/wcm/connect/ca9c22004b5d0f098d82cfbbd578891b/EnergyAccessReport.pdf?MOD=A

JPERES。 

29
  Akanksha Chaurey and others，“New partnership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facilitating energy access”，Energy Policy, vol. 47，No.1（2012 年 6 月）。可查

询：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12.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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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但是吸引私人资本进行这种投资是一项挑战，因为对可持续能源项目而

言，前期资本支出在项目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往往较高，而且还有明显的监管

和政治风险。此外，小型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等多种投资具有分散化、多

样化和规模小的性质，难以打包向投资者推出。金融界需要了解此类投资的

独特性质并开发适用的工具（如绿色证券化等方式），根据其不同规模、运

作模式和投资目标来资助项目。 

D. 推动科学、技术与创新 

49. 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的能源技术复兴正在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技术正在降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正

在迅速获得市场份额。远程输电技术的进步使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

（如戈壁沙漠、中亚和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与遥远的人口密集区连接起

来。亚太区域已崛起成为清洁能源的推动力，既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制造中

心，也是带头部署的区域，2015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超过 1 600亿美元。
30
 

50. 在需求侧，节能技术在能源转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经济体，提

高能效是使能源利用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脱钩的关键驱动因素。由于世界上

15%的电力消耗是照明用电，节能高达 85%的高效发光二极管照明技术将节省

大量的能源。
31
  车辆和电器的储能技术也有了飞跃发展，使电力使用更具灵

活性，并使起伏不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够平稳运行。 

51. 传统上，本区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一直以刺激经济竞争力和增长

为重点。但是，要实现《2030 年议程》的雄心壮志，科技创新政策还必须关

注社会和环境问题。
32
  可持续能源所需的技术变革（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不

仅在于前沿领域的创新，更重要的是须因地制宜，适应性使用现有能源资

源，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地方企业获取专门技术的能力对于其是否能够提供

可持续能源产品和服务具有根本性影响，而这些产品和服务对提高生活水平

以及促进增长和提高竞争力十分重要。 

E. 加强伙伴关系以造福不同利益攸关方 

52. 由于政府将在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需要有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转型

的规划和实施。政府机构间加强协调和信息交流将有助于强化应对能源普

及、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问题的措施。政府需要为私营部门创造有利环

境，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7 的所有三个方面作出贡献。在能源普及方面也

                                                 
30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Renewables 2016: Global 

Status Report （巴黎，2016年）。可查询：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6/ 

06/GSR_2016_Full_Report.pdf。 

31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Energy Efficiency Cooperation and AOB Group, 

Energy Efficiency Magazine for COP 22 （2016 年 11 月 8日）。可查询：

https://ipeec.org/upload/publication_related_language/pdf/551.pdf。 

32
  《利用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E.16.II.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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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公私营伙伴关系。需要与研究机构以及能够带来更具创新的办法和解

决方案的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一起加强循证研究，从而制定政策和战略。 

F. 管控权衡取舍 

53. 管理能源系统转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框架

内。实现具体目标 7的挑战尤为严峻，其中包括： 

(a) 水力发电与灌溉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可通过加强对共享自然资

源的跨境管理以及商定配水方式来缓解； 

(b) 能源格局从化石燃料能源系统急剧向可再生能源系统转型将导致

就业岗位减少，大量人口失业，从而造成进一步的社会（收入）不平等现

象。通过为失业人员开设和保留教育和再培训课程，并开展地方经济的多样

化，将有助于确保社会对整个转型过程的接受程度； 

(c) 水电大坝和沼气项目等大型系统如不妥善管理，会威胁到民众的

健康，并有可能造成环境破坏。 

五． 能源互联互通与贸易：亚太区域可持续能源没有一个万

能之计 

54. 亚太区域能源转型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各国如何利用能源互联互通和贸

易方面的诸多机遇。虽然本区域有充足的能源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庞大需

求，但是大多数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占了本区域

资源总量的 85%以上，而这些国家并非预期需求将增长的国家。
33
  尽管如

此，本区域能源网络的贸易和投资量依然很低。 

55. 能源互联互通、尤其是跨境电网和天然气管道的互连将带来多方面的好

处，包括扩大能源普及、推动贸易，并为低碳能源提供市场准入。本区域有

多家大型天然气公司，在通过管道天然气或液化天然气满足清洁能源需求方

面潜力巨大。能源交易以及天然气网络的连通将为解决能源保障问题提供急

需的灵活性和选择。天然气的进一步利用将以碳密度较低的能源取代煤炭，

从而有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56. 为新技术推广建立一个区域合作框架也将加快煤层气和页岩气等非传统

天然气资源的开发。通过跨境管道开展天然气贸易可为供应国创造出口，同

时使能源结构多样化，改善当地空气质量，并支持目的地国的脱碳化工作。 

57. 在本区域很多地方，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成本竞争力正在日益提高。将

大型分布式网络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传统电力系统相结合具有可行性，会刺

激吸引新的私人投资。覆盖大片地理区域的大型电网非常适合接纳大量非连

续性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通过互联电网将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和负荷中

心汇集起来，也是一个存在机遇的领域。这种做法可降低价格，确保供应，

                                                 
33
  亚太经社会，亚太能源门户网站。可查询：http://asiapacificenergy.org/（2017 年 3

月 25 日查阅）。 

http://asiapacific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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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利于进一步使用可再生能源，从而使发电厂和消费者双方受益。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进步为大型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项目创造了机遇。从山地国家以及

沙漠地区大型太阳能项目进口电力方面也存在机会。不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尼泊尔和塔吉克斯坦都有大量未开发的水电潜

力；南亚的塔尔沙漠以及中国和蒙古的戈壁沙漠都拥有大量太阳能资源。 

58. 输电技术的进步可降低远程输电的成本，从而改善跨境电力贸易的前

景。跨境电力贸易可利用先进技术将输电损失降至最低，而且还可以通过覆

盖多个时区的电力大市场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除了连接相距遥

远的供需点之外，电网的扩大和整合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59. 本区域的区域能源合作日新月异，主要由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组织推动开

展，这些组织都认识到能源部门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双边捐助

方和国际金融机构也通过支持本区域具体的能源研究和项目作出贡献。 

60. 亚太次区域能源互联互通通过多项协议促进了能源保障，其中包括两项

中亚到南亚能源贸易的里程碑项目：中亚—南亚电力输送和贸易项目（CASA 

1000）下的高压电网连接将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向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输送电力，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将从土库曼

斯坦向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能源用户输送天然气。大湄公河次区域是

成功建立次区域电力共享市场的一个典范，通过这个市场，东南亚各国和中

国南方两省在统一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下进行电力贸易。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开发经济走廊，以连接中国与亚洲及亚洲以外地区，这项倡议具有

加强区域能源保障的内在潜力。“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旨在促进跨境电力互

联互通，并将有助于缩小目前影响区域生产力和发展的能源短口。 

61. 跨境能源贸易需要在高级别作出政治承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消除

体制上的障碍，并对标准和规定进行规范和统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建

设清洁能源走廊，需要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输电的可用性和潜力进行评估。 

62. 能源网络属资本密集型，已支付成本很高，给融资和维护带来重大挑

战，尤其在受制于各不相同的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因此次区域能源贸

易的交易成本巨大，并受政治和体制方面巨大惯性的影响。 

63. 能源互联互通举措取得的成功令人鼓舞，但需要更广泛地推广，而且实

施速度必须加快。为了加快项目实施步伐，必须建立运作良好的政府间机

制，以缩短项目的交付周期。未来几十年，需要采取行动以建设有形能源网

络和机构互联互通，最重要的是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信任。 

64. 然而，现有经济合作倡议下与能源相关的各项工作或侧重于建立能源共

同市场，或根据各自的任务侧重于具体的合作领域，同时还涉及各种错综复

杂的政治和体制因素。人力和财政资源耗费巨大，要在这个多元化的区域充

分挖掘能源合作的潜力却仍是一项遥遥无期的目标。因此，亚太区域要实现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就需要对能源转型和区域合作作出坚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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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区域合作促进可持续能源 

65. 能源转型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作出持久的承诺。能源

系统转型不可能靠个别国家来完成；而是需要采取区域性做法，在全球和区

域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通过分享政策经验、开展能力建设和调集

资金，区域合作在协助各国实施自身能源业改革并获取诸多共同效益方面可

发挥重要作用。 

66. 区域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从能源方面诸多突出挑战（即加强区域能源保

障、管理空气污染和建设跨境能源基础设施）具有的跨境性质可见一斑。如

前一节所述，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联邦和蒙古已经实

现了跨境能源互联互通。要进一步实施这些复杂的基础设施密集型倡议，需

要开展长期的区域对话。这方面的各项倡议都获得了众多区域和次区域机构

的支持。 

67. 加强亚太区域的能源合作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区域能源管理架构，包括采

取措施，在推进能源转型方面作出适当的体制安排。 

68. 为了朝此方向迈出重要第一步，成立了政府间能源委员会。通过这个委

员会，各国已开始确定本区域关键能源领域的解决方案，如加快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和提高能源效率，建立跨境能源互联互通，推广加强能源保障的区域

做法，并在整个区域普及现代能源，以确保所有人都享有可持续的能源未

来。 

69. 再向前跨一步，可按主题研究中建议的那样，制定一个可持续能源区域

合作框架。这个框架可使各国政府找到实现能源系统转型的道路，包括加强

治理，改善经济手段，加强伙伴关系，调集资金和投资，利用能源互联互通

和贸易的机遇，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处理好各种权衡取舍。 

70. 秘书处在拟定区域合作框架方面希望获得经社会的指导。区域合作框架

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拟定能源系统转型途径，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 中的各项

具体目标：到 2030 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

务；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到 2030

年，将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b) 加强政策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将能源系统转型途径与区域互联互

通对接，通过摸底调查确定跨境电力贸易和互联互通的可行性；制定亚太区

域能源互联互通计划，重点是电网互联互通，以填补现行各项次区域举措的

缺口； 

(c) 拟订一项支持能源系统转型途径的体制安排，如亚太能源宪章，

其中建立一个区域立法框架，以树立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政府长期承

诺的信心； 

(d) 推动公私营部门对话，以鼓励创新融资和投资伙伴关系，支持各

国落实能源系统转型途径和大型跨境能源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推动建立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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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吸引私人对可持续能源的投资；确定实施小型能源方案（包括偏远

地区社区层面）的补充办法； 

(e) 通过在政策对话、良好实践交流以及培训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加

强政府将能源系统转型途径转化为政策、战略和方案的能力。 

71. 建立全区域能源合作框架的进程已经开始，因为亚太经社会具有天然优

势，能够将各种利益攸关方群体聚集在一起，推动这个多样化的区域实现可

持续能源议程。亚太经社会将侧重于建立共识和推动谈判，以帮助架设本区

域所需的能源桥梁；同时利用研究和项目开发以及各种法律和监管示范协议

实现能源互联互通。要打破各行其是的做法，实现更加全面、综合和可持续

的能源发展，共同行动至关重要。 

72. 2018 年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能源论坛将为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

和专家与私营部门合作拟定本区域能源转型愿景提供机会。亚太经社会可对

此种变革性的区域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给予支持，激励能源系统加快变革步

伐，从而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建议应将根

据上述概述领域提出的实现本区域能源转型的各项意愿和声明正式形成一项

亚太能源合作框架，以表达成员国政府的长期承诺，并树立私营部门和机构

投资方的信心，相信能源转型的扶持性政策和手段将及时落实到位。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