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 04  总第 153 期 053

能源的“全球梦”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李晓西

文 / 本刊记者 高雅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提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

需求”，为世界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描

绘了新蓝图。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

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经济学教授

李晓西认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

有很高的战略性、国际性、及时性和

可操作性，这将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国家电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

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

您是如何理解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李晓西：

我仔细阅读了刘振亚董事长的《全

球能源互联网》一书，我感觉这本书

非常有价值，对我也有很大启发。

首先，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

很高的战略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

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

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这

非常有战略意义。我们要进一步加深

理解，探讨过后还要付诸实施，这已

经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了，而是实

践的问题。

电能是清洁、高效、便捷的二次

能源，终端利用效率高。国家电网公

司提出“两个替代”，即清洁替代和

电能替代，是能源发展的方向，我非

常赞同。因此，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的核心是将各种能源转化为电能，也

就是说要构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实际

上是电力互联网。

我们国家提了三个空间战略，京

津冀、长江流域、一带一路，我认为，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能是第四大战

略，而且因为是全球的概念，范围更

大更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能

源互联网战略将成为更大的国家战略。

国家电网公司以践行全球能源互

联网为己任，具有高度的战略前瞻性

和较强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点是国际性，构建全球能源

互联网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符合全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两个替代”

是时代的必然，是全球的共同呼声。

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这本书，

可设想一下，未来，全球能源互联网

将各大洲连接在一起，根据地球的自

转规律，进入白昼的国家和地区依靠

太阳能所发的电正好传送到仍处于夜

晚的国家和地区，实现电能的即时传

送、即时消纳。我们现在讲“中国梦”，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这就是一个“全

球梦”。虽然只是一个设想，也让我

觉得非常有意思，很期待。

第三点就是及时性，现在倡议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时机非常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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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刚完成后 2015 的议程，即 SDG，

从 2016 年到 2030 年人类发展的议程，

这个议程的重点是关注绿色发展，主

要是针对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对外

对内战略在一步步布局，正需要有大

的思路与措施。尤其是今年是“十三五”

开局之年，有个好的起点。

还有一点是具有实践性，也可以

说是可操作性。特高压技术成熟、智

能电网技术加快应用、清洁能源迅猛

发展、大电网互联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重要基

础。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在国内已建

成投运“三交四直”特高压工程、在

建“四交六直”特高压工程。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已经与俄罗斯、

蒙古、吉尔吉斯斯坦、老挝、缅甸、

越南等国家建设了一批跨国输电工程，

这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优化能源配

置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构建全球

能源互联网的基础。

特高压电网的建设不仅在国内，

也在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大电网互联

是全球电网的发展趋势，北美互联电

网、欧洲互联电网和俄罗斯—波罗的

海电网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的重要

实践。

这四点是我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一个粗略看法，总体而言，是非常积

极有益的。

《国家电网》

对于如何更好地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您有怎样的建议？

李晓西：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几个关系

要考虑。其一是“十三五”发展目标

与长远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十三五”

是一个短周期，五年时间，而全球能

源互联网按报告中所述包含国内互联、

洲内互联和洲际互联三个发展阶段，

时间跨度从现在到 2050 年，是一项长

期的工程，其中设定了 2020、2030、

2050 三个时间节点目标。

在 构 建 全 球 能 源 互 联 网 的 过 程

中，要注重“十三五”目标和长远目

标 的 结 合。 全 球 能 源 互 联 网 在 2020

年前的发展目标应纳入国家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来，并将全球能源

互联网 2030、2050 年的目标与我国能

源中长期战略结合起来。这样做的意

义在于确保总体能源规划与全球能源

互联网之间的衔接平衡，增强能源规

划的导向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

而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行动计划

落到实处。

其二是考虑集中式能源与分布式

能源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第三次工业

革命提及的重要理念。我们提全球能

源互联网，既然是全球范围的，必然

需要大电网，需要特高压，但我们不

能不看到，动脉系统与毛细血管之间

的关系。我们全球能源互联网特别强

调电从远方来，这个很对，但还要有

电从近处来。

分布式能源是传统集中式供能的

有益补充甚至在不同区域更为重要，

具有能源梯级利用、效率高的特点，

将成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

重要一环。新一轮国家电力体制改革

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分布式电源，推行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节”

的运营模式，以提高系统消纳能力和

能源利用效率。而且分布式能源一般

位于用户侧，由于具有良好的“互动

亲和”特征，消费者更有意愿、更有

积极性参与其中，具有较好的生命力

和发展潜力。所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除了建设集中式的大电源之外，还

应与分布式能源的推广应用结合起来。

此外，高集中大电源涉及到大运

输的问题。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连接国

家与洲际之间的电力输送大动脉，实

现了电力的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

输送，但仅有坚强骨干网架还不够，

应注重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同时，

抓好自动化、智能化的主动配电网建

设，配电网建设应与骨干网架建设协

调推进。正如人体的血液系统一样，

既要有通畅的动脉系统，也要保障毛

细血管的畅通。全球能源互联网设计

中，强调了特高压电网，这是正确的，

就国内而言，这也是政府要强化管理

的环节。相当于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提出“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中间”。

这个“中间”也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

但如何让各类能源有序发电入电

网，有序入用户，更有利于各类发电

机构与用电消费，增大全社会福利和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还值得研究。这

个也要考虑好。

《国家电网》

您一直关注绿色发展，能源是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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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核心是将各种能源转化为电

能，也就是说要构建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实际上是电力

互联网。

展的关键所在。在绿色发展中，您认

为能源、电力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发

挥怎样的作用？

李晓西：

关于绿色能源方面，我们有过专

门的研究，也出过一些相关研究报告。

就现有的能源供给情况，我们提出了

“五指合拳”来应对能源形势新变化，

即从节能、绿色、结构、安全、改革

五个方面入手，统筹实现中国的能源

战略。

这里涉及到电能与其他优势能源

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倡尽量以电代煤、

以电代油，减少新的火电项目的建设。

这对于减少污染具有直接的效应，应

该大力推广。但煤炭、石油、天然气

等常规能源不可能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风能、水能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具有不稳定性、间歇性、季节性等问题，

如果将这些清洁能源作为能源互联网

的主要能源供给，可能电力供应的稳

定性、经济性和效率将受到极大影响。

所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要根据现实情

况综合考虑，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短

期与长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应与火力发电的已

有规模、地理分布等结合起来考虑，

统筹兼顾，降低损失，谨慎而逐步取代，

要有较长时间的准备。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进步非常重

要。《全球能源互联网》书中提到了

储能技术，我特别感兴趣。电力是特

殊的产品，不易存储。目前储能技术

的种类较多，但都不能实现大规模的

使用。未来应加大储能技术的突破，

尤其是发展大型能量型、大型功率型

储能。这对于电网稳定运行也有很重

要的作用。

在我看来，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

最好的，开发潜力巨大，根据书中提

到的数据，太阳一年辐射到地球表面

的能量约 116 万亿吨标准煤，相当于

2013 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6500

倍，超过全球化石能源资源储量。这

样大的潜力，如果我们的储能技术能

成熟起来，就真的太解决问题了。

据我所知，美国弗吉尼亚研究的

一种电池，能将阳光的 40% 多转化成

电能，这样的科技创新多么令人惊叹，

这个前景也应该鼓舞我们为了清洁能

源而奋斗。

《国家电网》

清洁能源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根本，

对于更好地发展清洁能源，您有哪些

建议？

李晓西：

新世纪以来，以清洁低碳为特征

的新一轮能源变革蓬勃兴起，清洁发

展成为大势所趋。当然，从经济学角

度来讲，发展清洁能源有一个成本问

题，从政策角度来讲，也借鉴国外的

一些经验，很多是政府提供一些财政

补贴，绿色贷款等。而从盈利角度讲，

我觉得可以考虑开发一些衍生品作为

盈利的环节。比如在新疆开发太阳能，

可以用文创加科普的模式，做一个火

焰山的主题公园，利用荒漠来设计一

些与太阳、火等相关环节，甚至有些

科幻的环节，既可以丰富当地的文化

题材，提高当地的社会福利，也可以

部分收回建设成本，尽量实现不提高

远距离送电建设的使用电价。还有风

的历史传说与神话人物也不少，在西

北风库区沙土区域中也可有设计。全

国中涉及太阳与风的地点与传说很多，

如哈尔滨的太阳岛、成都出土的太阳

乌等，都有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可挖。

当然，在设计之初有一个理念要清晰，

即所有的衍生品都是为了收回电网建

设成本，成本收回后，可以有偿归当

地政府，这对塑造企业社会形象也是

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