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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 推动能源互联互通
——专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周大地

文 / 本刊记者 杨青

如何实现能源电力联网，在更大

范围内配置清洁能源？中国能源研究

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认为，要增强国家

间互信，加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

区之间的能源合作。

《国家电网》

您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探讨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倡议？

周大地：

要说全球能源互联网，首先要讲

讲能源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能够为不

同的能源系统之间进行互联互补创造

条件。在过去，能源供应侧对需求侧

的要求不是很了解，而需求侧对供应

侧的特点也不是很清楚，同时电网、

气网、热网之间的互联也基本是隔离

的。而能源互联网则能够在信息技术

的基础上，使能源的供应和需求两端

更加集成。在供应侧，不同的能源之

间能够形成互补，及时响应需求侧的

负荷变化。例如电力负荷有峰谷变化，

而在不同的地区，这些负荷的峰谷变

化是有时间差异的。通过能源互联网，

需求侧能够综合不同地区、不同时间、

不同天气的负荷变化，高效配置能源，

满足需求侧的用能要求。形成一种从

能源供应方到用户最优化的能源系统，

气和电之间、气和热之间，根据需求

的变化互相支持，甚至可以互相替代。

这是一种大的能源互联网的概念。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设想在世界

范围内对能源进行配置，特别是可再

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的可再

生能源在全球范围看，具有时间互补

性。随着地球转动，虽然一个地方是

夜晚、但在地球另一边是白天，有些

地方阳光强、有些地方日照少，而把

太阳能在全球范围内联系起来，也可

能就 24 小时都能够利用太阳能了。风

能的情况也类似。这样，可再生能源

之间就能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互补。

欧洲设想的北非沙漠太阳能计划就是

类似的想法。欧洲认为撒哈拉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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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极其丰富，可以和整个欧洲进

行能源互补。早些年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研究中，也有人提出过全球大范围

太阳能以及风电电力互补的设想。

《国家电网》

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

效配置，需要什么来支撑？

周大地：

技术支撑是必须的，是基础。经

济性也是一个重要条件，要保证远距

离大规模输电的经济性。低碳能源系

统有不同选择。究竟会选择什么方案，

可能最后取决于经济性。特高压技术

能够降低远距离输电的损耗，但要建

设跨国、跨洲电网，还要考虑到比目

前能够实现的更远的输送距离。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电力联网可能还需要在

技术上再进行突破。此外，在全球范

围内，让不同的能源进行联动，电网

根据发电潮流和负荷潮流运行，以目

前电网发展现状来看，还需要很多其

他方面的条件，包括不同国家的经济

条件。还需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

《国家电网》

在技术之外，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电

力联网，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周大地：

除了考虑技术的支持，还需要加

强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国家间还需要

确立充分的互信，否则分歧和冲突会

给区域能源合作带来障碍。依赖其他

国家的能源供应来满足本国的能源需

求，如果没有充分的互信，实现起来

比较困难。现在一些国家间还有分歧，

在这些国家间建立能源通道会面临一

些挑战，需要有更好、更合理的机制

来保障能源输送的顺畅。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设想是未来全

球零碳能源的一种可能的选择，需要

逐步实现。现在应该从实际需求出发，

从局部开始布局。我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提出在局部地区进行能源合作

互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开端。

大的能源互联可以从某些国家间的一

个项目做起，例如一个国家水电资源

丰富，建成水电站后，生产的电力可

以和周边国家分享，而不是只局限在

本国本地。这也是地区资源、能源的

优化经济配置。

《国家电网》

就我国目前的能源和环境现状来看，

您认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周大地：

我认为，要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

整，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眼前最重要

的是要做到能源的非化石能源化和节

能。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时期，

能源消费增速明显下降，出现了调整

能源结构的难得机遇。其中煤炭和传

统发电能力过剩，需要加大政策引导，

进一步促进绿色低碳能源发展，并逐

步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推动清洁替

代能源是必然的选择。清洁能源由于

整体能源需求下滑，目前发展遇到一

些问题。但在我看来，清洁能源产业

咬着牙也要坚持发展。能源的清洁、

低碳进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方

向，是大势所趋。在绿色低碳发展这

一理念之下，生态环境红线将有力约

束今天的能源发展，而成为能源转轨

的约束力和推动力，推动能源转型。

这对能源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

是一种机遇。

要看到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

际能源技术进步和低碳化的长期推动

力。这不是一件短时间内、三年两年

就能完成的事情，而是一项长期战略。

同时，这项战略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强，

而不是逐渐消弱。在低油价时代，更

应该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降低成

本，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的经济性。

此外，我国在做能源供应特别是

能源规划的传统概念是能源供应就是

满足需求。而这个需求是预测性的，

只要提出要求都应该满足。但从我国

现有情况和世界能源发展规律来看，

我们以后的能源需求必须是绿色低碳

的。这不仅体现在项目上要绿色低碳，

而且在总量上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

围内。这就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效。

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角度出发，

能源消费总量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现在发达国家有各自的目标。电

力消费高的国家有的人均消耗 14000

千瓦时，但欧洲有些国家现在人均消

耗 6000 ～ 7000 千瓦时就能很好地满

足要求。所以，中国选择哪种消费模

式为目标非常重要，这要结合我们的

实际情况进行反复讨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