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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世界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文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习近平同志在 2015 年联合国发展

峰会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中

国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积

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今天，全球能源

互联网大会成功召开，全球能源互联

网发展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这是世界

能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开创了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局

面，标志着全球能源互联网进入战略

实施的新阶段。

加快世界能源变革转型的

重要平台

加快能源变革转型是人类最紧迫

的任务。从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在《增

长的极限》中提出环境污染的威胁，

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首次提

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到 2015 年《巴黎

协定》提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 摄氏

度之内的目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

断探索，人类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本

质上是能源问题。目前，全球每年化

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占到

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近三分之二，

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要

根本解决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加

剧、全球气候变暖这三大难题，需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具备低耗能、

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

经济。低碳发展已成为不得不选择的

发展道路，这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共识越来越多。

全球能源互联网为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能源变革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行的

系统性解决方案。缓解全球碳减排压

力，实现低碳发展，需要在减少化石

能源消费的同时，加快发展清洁能源

进行补位。在这方面，全球能源互联

网大有可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通

过远距离输电，实现清洁能源资源在

全球范围优化分配，借助时差、季节

等因素，实现不同地区清洁能源互联

互通互补，最大程度地提高清洁能源

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根本

解决化石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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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中国政府已对国

际社会作出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

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

达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体现了对全球低碳发展的责任

和担当意识。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有观点认为，低碳和发展是相互

矛盾的，我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

或缺。全球能源互联网寓经济低碳化于

经济持续增长之中，既在持续增长中实

现低碳化，又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全

球能源互联网是覆盖全球的能源基础设

施，涉及电源、电网、装备、科研、信

息等多个领域，投资需求大、产业链长、

带动力强。到 2050 年，其累计投资额

将超过 50 万亿美元。特别是当前世界

经济深度调整，复苏缓慢，增长动力不

足，全球能源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尤为显著。同时，全球能源互联网

输送的是经济、安全、可持续的清洁能

源，将突破化石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

瓶颈制约，减少能源价格波动对世界经

济的巨大干扰，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更

加廉价、平稳的动力支持。

中国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的关键时期，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

将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

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重要

抓手，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未来十年，

中国能源互联网建设每年投资将达到

2 万亿元，每年可拉动 GDP 增长超过

1.5 个百分点，不仅能够大量消化钢铁、

水泥、风电、光伏等过剩产能，而且

将有力带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

电动汽车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加快成长，促进

经济发展动力供应方式转变，是稳增

长、调结构、治雾霾的重要战略增长极，

经济、社会、环境价值巨大。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缩小地区

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托

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促进南南合作、

南北合作，将非洲、亚洲、南美洲等

落后地区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不仅为当地提供充足

的电力供应，解决能源匮乏问题，而

且可以获得电能输出带来的收入，享

受到发达经济体发展的溢出效应，缩

小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通过加

强互联互通，将推动建立全球范围能

源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大分工

新体系，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各国

和平和谐发展。

创新发展的典范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符合“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是 21 世纪能源发展战略、科技和实践

的重大创新突破。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战略的重

大创新。它将推动世界能源格局从以

化石能源为主导向以清洁能源为主导

转变，从局部就地平衡向大范围优化

配置转变，是对传统能源发展观的历

史超越和重大创新，为实现世界能源、

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经得起推

敲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发展智慧

宝库中，增加了中国贡献。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科技的重

大进步。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

量。国家电网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全

面攻克特高压关键技术，为构建全球

能源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面向未来，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迫切需要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关键环

节和重点领域技术装备突破，支撑和

引领全球能源互联网又好又快发展。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建立在实践基

础上的重大突破。任何先进的理念和

技术，只有得到实际应用，才能真正

发挥价值。十年来，中国特高压从示

范工程到全面建设，智能电网从试点

应用到全面部署，清洁能源发展从很

小规模到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规模世

界第一。国家电网公司一步一个脚印，

用实践证明，全球能源互联网这条路

方向正确、现实可行。

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世界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开启了新征

程，必将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福祉。构

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也为经济学研究开

拓了新领域、提出了新课题。国内外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学科建设、课

题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大有可为。

在此，我希望经济学界更多地关注、

研究、支持和积极参与，为全球能源

互联网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根据 2016’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发

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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