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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主任  李俊峰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加

强国际能源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

展。能源是各国和地区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的资源支持和动力源泉，

能源的相互依赖和紧密合作将有

助于化解各国间的矛盾和纠纷，成

为维系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砝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联

合会主席  程志强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仅有

利于改变国际能源领域的垄断局

面，促进国际能源领域协作，而

且有利于提升国内能源生产消费

市场化程度，改善能源定价机制，

倒逼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配置

效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

长  杨昆

国际电力合作不断加强，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取得广泛共识。

当前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正在发

生显著改变，能源技术创新正在推

动全球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

全球视野来看，跨国区域电力联盟

合作机制广泛建立，34 个国家组

成的欧洲电网合作组织，对欧洲新

能源开发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

用。美国和加拿大，北美东部和西

部电网，对加拿大地区的水电消纳

起到支撑作用，目前已形成较大规

模互联电网的区域还有俄罗斯与

周边国家电网，非洲的东西南北和

中部区域电网等。中国与周边国家

电网互联互通发展迅速。从各个地

区的实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跨国

电网在促进各国能源资源开发利

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解决无电

人口用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更大范

围的能源资源配置和电网的互联

互通十分必要，而且技术的发展也

为电网互联互通提供了保障。

国网能源研究院总经济师  白建华 

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已经有

了非常好的基础，欧洲已提出建设

横贯欧洲大陆、联接多个国家的超

级电网；美国提出建设电力在东西

海岸传输的更坚强、更智能的电

网；俄日韩蒙等国加快推进东北亚

超级电网……各大洲许多国家之

间正在形成跨国互联电网，全球

电网呈现出显著的互联发展趋势，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已经具备了

实践基础。

欧洲气候议会秘书长 

尼古拉斯·邓洛普

能源互联网即利益共享、责

任共担，需要集合更多的政治意愿

来推动，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绿色电

网联盟，帮助那些愿意建立新型网

络共享可再生能源的国家。

我们也非常期待和中国政府

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合作，共

同推进清洁能源事业发展。人类是

世界最好的建造者，我们能够建出

伟大的建筑，那么应该有信心能建

立能源互联网。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赵剑锋

洲际互联网架的完善，才会

使得全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

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跨洲间的多

类型电力资源互补、利用天然时

差的跨洲电力互济效益才会彰显，

可为探索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合作

机制提供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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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既利当前

又利长远的重大基础设施，对世界

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够发挥全局性、

战略性的引领作用，符合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需要全球紧密合作，建立相互依

存、互信互利的组织机制，建立高

效运转的市场机制。中国电力行

业秉持开放创新、互利共赢的原

则，通过加强与世界同行的沟通，

凝聚共识、增进信任、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必

将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研究员  徐小杰 

能源互联网在不同地区、国

家有不同的体现形式、途径和治理

需求。“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的

基本需求是电源、电网和市场开

发，然后是互联互通，需要视不同

地区电力体系的发展程度，推进互

联网和智能化。离开“一带一路”

能源互联互通的发展，就称不上全

球能源互联网。

当前，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

已成为国家意志，对于电力行业来

讲，做好国内能源互联网领域的引

领，夯实基础，储备经验，对推动

“一带一路”，加快能源互联互通，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气候变化特使 

托德·斯特恩

全球能源互联网非常具有前

瞻性，期望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建立碳减排机制，在促进世界

各国气候变化谈判和清洁发展中

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高尚全

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地球村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南南合

作、南北合作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世界争端将显著减少，人类将迎来

更为和平的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

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许勤华

一方面，现有国际能源秩序、

能源外交和国际合作会影响全球

能源互联。正如刘振亚所讲“推

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实现‘两

个替代’，既面临可再生能源加

快发展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国际

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能源政策、

市场建设、技术创新等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全球能源互联的发展，

将会撼动现有国际能源秩序的基

础，从而改变各国间的能源外交和

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  杨宇

全球能源消费与资源禀赋之

间存在空间的异质性，使得能源的

跨国、跨区域流动成为必然，这为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全球电力

及公共事业组总经理 

安东尼·伊安诺

能源互联网将来也必然有全

球的商业模式。但我觉得我们需要

能源政策以及政府间的协调配合，

比如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那种政府

间的协调。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的

目标，需要更多的政府间的合作，

需要靠政策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