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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互联促进消除区域发展差异
——专访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技术总顾问  翟永平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能源电力基

础设施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异。亚洲开

发银行技术总顾问翟永平先生认为，

在能源合作、电力互通的过程中，消

除这一差异，既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的挑战，也是未来电力发展的机遇。

此外，电力互联除资金、技术、政策

支持外，还需要建立统一的电力交易

市场。全球能源互联网，带来的不仅

是物理层面的互联互通，更是对经济、

文化、理念交流互通的促进，将对缩

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地区和平、和

谐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国家电网》

在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理念中，您最

感兴趣的地方在哪里？

翟永平：

全球能源互联网提出，在世界范

围内实现能源电力的互联，将极大地

促进地区间和国家间的交流和互通。

正像互联网改变世界一样，全球能源

互联网实现的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

互联互通，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它

能够促进和加深经济、文化和理念上

的交流和沟通，这将有助于增强国家

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

以欧盟为例，由于历史原因，欧

洲一些国家间长期以来缺乏互信，但

欧洲一体化电力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这一状况。欧洲电网的构建，带

动了清洁能源、电力等不同行业的交

流合作，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欧洲国家

间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这有力地减

少了一些国家间的不信任，增强了欧

洲政治的稳定性。我想这正是电力互

联所带来的一项重要效益。

此外，亚行的工作重点和构建全

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高度吻合。亚洲

开发银行成立于 1966 年，半个世纪以

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

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我们的运营重点

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区域合作，

而能源互联能够同时覆盖亚行这两项

工作重点，因此能源互联对于亚行来

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2015 年，

在亚行发放的 50 亿美元贷款中，有一

半贷款直接用于亚洲电网及电力的互

联项目。亚行计划到 2020 年将每年发

放的贷款提高到 60 亿美元，其中一半

主要用于清洁能源投资，其余的用于

电网建设、输配电项目建设及其他一

些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电网》

在您看来，实现全球能源合作、电力

互联的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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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翟永平：

我认为，国家间和区域间电力发

展的不均衡性，尤其是电力基础设施

发展的不均衡性，将是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所要面临的最大障碍。以亚洲

为例，国家间电力发展进程差异较大。

一些国家的电力基础设施老化严重，

电力规划缺乏长期性，电网智能化程

度低，相关技术极其落后。这些不仅

无法满足未来绿色低碳发展的需求，

也同实现各国之间电力互联这一目标

不相匹配。

因此，要实现国家间和区域间电

力互联互通，如构建泛亚电力互联，

需要每个国家加强自身的电网建设，

形成更为稳健、智能的电网。

各国电网的发展水平不同，我希

望在电力设施落后的国家对本国电网

进行的新一轮升级改造的过程中，有

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建设更加智能的

电网，这将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并网的

一个前提。传统的输配电网无法辐射

到一些偏远地区，而创新型的智能微

电网则可以做到这一点。建设更智能

的电网，能够降低技术和商业方面的

损耗，而储能系统、智能电表的推广

使用，可以实施需求侧响应。

此外，智能电网能够提高电网的

稳定性，进行更为顺畅的监控。亚行

最近在印度投资的项目，就是支持印

度建立绿色能源走廊。绿色能源走廊

能够帮助印度建设更为稳健、智能的

电网，实现其在大力推动风力发电和

光伏发电等方面设立的宏伟目标。

刘振亚董事长提出的构建全球能

源互联网的三个步骤现实合理，国内

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这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一些电力基础

设施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和地区，要

实现大规模联网也要循序渐进。例如

泰国和柬埔寨之间进行电力联网，开

始只是泰国向柬埔寨的边境乡村输电，

进行单向、小额的电力交易；而老挝

对泰国的电力出口是通过专门的输电

线路进行点对点的传输，这是更大范

围内实现电力互联互通、进行电力贸

易的初始阶段。对这些国家而言，一

开始的电力互联，从小额边境电力贸

易，到点对点互联，将逐步发展到网

对网互联、系统对系统的互联，最终

实现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在更大的

地域空间内合理配置资源。

《国家电网》

这些差异一方面是挑战，同时是否也

为各国未来电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翟永平：

是的，通过电力联网，可以刺激

和带动各国的电力发展，优化电力规

划，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水电

资源的潜力。各国有很大的空间进行

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在新一轮的电

网发展中，需要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

和储能系统的接入，积极推动智能电

网建设。目前，一些国家仍在规划新

建火电厂，而通过国家间的电力互联，

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如此

就能通过电力贸易、发展可再生能源

有效地满足原本需要新建火电厂来满

足的用电需求。

《国家电网》

在推进区域能源合作的进程中，除了

资金和技术，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翟永平：

结合亚行的工作重点，我们讲的

主要是亚洲电力互联，这对亚太地区

的长期能源安全非常重要。

要实现国家和区域间的电力互联

互通，首先国家和区域的投资决策需

要协调。而目前各国由于监管环境不

同，长期的政治承诺往往不一致，我

们希望各国能够达成共识，共同推进

电力互联。

其次，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要实现电力互联，需要配合建立开放

的电力交易市场。目前亚洲很多国家

内部都缺乏统一的电力市场，更谈不

上区域范围的更大市场了。欧洲能够

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电网，除了物理性

联网建设之外，同其相应的电力交易

市场的建立及成熟的制度、运作等息

息相关。因此，建立统一的电力交易

市场或平台，是未来电力联网逐步扩

大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最后，有了市场就一定要有市场

监管机构。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也

要成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形成完善成

熟的市场机制，如此才能保证电力交

易市场的有序运行，保证市场中各主

体的需求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