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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跨洲的电网互联

形成后，将对世界能

源格局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

国内电网互联建设现

状是什么？目前开展

了哪些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

现能源互联互通有哪些具

体研究成果？

通过跨国跨洲联网，将对清洁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配置和利用提供

重要、强大的平台。首先将改变未来能源生产格局，实现清洁替代。太阳能、

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将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平台加快代替传统化石能

源，使清洁能源从补充性能源转变为主体性能源。研究表明，大概到 2040 年

前后，从全球总量来看，化石能源将退出主导能源的地位。

其次，将改变能源消费。通过在终端提高电能的消费，提高电气化水平，

实现电能对其他化石能源直接替代。同样是在 2040 年，电能在终端能源的占

比将在目前接近 20% 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40%。

再次，将改变能源贸易比。目前能源贸易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

电能的贸易量很低。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未来电能贸易占比将大幅提高。

2040 年，电能贸易占比将会在目前基础上翻两番。这将产生另一个重要的意

“一带一路”涉及五通，基础设施联通是根本。经济发展，电力先行，

围绕“一带一路”，电网建设可以先行一步。特别是中国有特高压技术，这

一技术已经输送到巴西，现在也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进。因此，从新疆

送电到巴基斯坦有很大的技术优势，巴基斯坦电很贵，能够帮助促进巴基斯

坦发展。印度十多亿人口，但人均用电量很少，将来可以将西藏水电送往印度，

给印度带来清洁能源，帮助解决缺电问题。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老挝、缅甸、

泰国等国。

全球能源互联网，电力互联互通应该说是“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内容。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要把中国的电网建设好发展好，国内电网的互联也要

按照三步走积极推进。“十三五”期间，国家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消纳，

重点就是要做好跨省跨区电网的建设，依托特高压交直流电网来把三北的风电、

光电还有西南水电大规模远距离输送到中东部地区。

根据规划，从现在到 2020 年，将投产 9 个跨区交流、直流工程。通过这

些工程的建设和投运，预计可以新增清洁能源输送能力约 6 千多万千瓦，对缓

解目前存在的弃风弃光问题有很大帮助。以计划今年 7 月投运的扎鲁特—青州

±800 直流线路为例，投运之后能够把东北的风电和火电打捆输送到山东，可

以极大缓解目前东北存在的弃风和窝电，同时也给山东带来清洁的电力资源。

整体来看，到 2020 年，跨区输电规模将有望达到 2.7 亿千瓦左右，这将显

著提升国家电网对清洁能源的配置能力。

义和价值，即促进减少能源贫困。对于能源短缺的国家而言，通过构建跨国电网、跨洲电网可以解决其用能问题。

最后，将改变全球治理格局。通过清洁能源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向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机制将向整合

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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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发

展与展望报告》中提

到了“45 度能源带”，

其含义是什么？有何

重要意义？

欧洲电网互联的做

法和经验有哪些值

得借鉴？

“45 度能源带”是基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对全球能源现状的

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后提出来的新概念，主要指欧亚非大陆板块上，有

85% 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聚集在一条 45 度斜线的区域中，这里的化石能源非常

丰富，所以称其为“45 度能源带”。

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体现了这一区域能源资源分布的三个特点：

第一，在这个区域中，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开发潜力非常巨大，由

于多种能源品种共存，多能互补空间非常大，而且具备大规模开发输送的条件。

同时报告中也展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区域恰恰是现在

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依托比较雄厚

的化石能源基础，因此产生依赖性。从地图上可以看到，“45 度能源带”包

括北非、西亚和中亚地区、中国的西部、西南部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中部地区，

并一直贯穿到北极。这些地区不是石油产地就是有非常富裕的天然气资源，

并且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可再生能源有非常大的开发空间。

第二，这条能源带和负荷中心的距离相对较远，所以需要进行能源大基

地的开发，以远距离输送来进行更大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

第三，这条能源带上很多地区实际上是欠发达地区或者是经济比较贫困

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有可再生能源优势，他们希望以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使能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欧洲电网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包括 24 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面积达到了 450 万平方公里，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年电

力交易量达到了 4 千亿千瓦时，可以说是为全世界电力互联互通做了一个非

常好的标杆。从市场角度来说，欧洲也是水火互济、风光互补多种能源配置

方面走在前列的地区。

第一，从气侯变化和能源转型看，欧洲从整个大陆的角度和立场考虑能

源转型问题，对于气侯变化关注也是多。正因为如此，其电网互联互通有一

个非常好的方向指引。

第二，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欧洲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为电网的互

联互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各国之间也形成了初步共识，从开始的电力小

型贸易到后来互联互通、互相配置逐渐得到了实惠，形成一种互利共盈的局面，这跟国家之间的互相信任和政治一体化

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

第三，基本覆盖欧洲统一的电力市场，为国家之间的电力交易和利益共享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第四，从规划和运行层面看，欧洲建立了统一的输配电运行联盟，规划从整个系统的运行进行通盘考虑，国家间的

相关联接，以及市场交易变得更加顺畅。

第五，欧洲各国都非常重视电网互联互通的研究，欧盟对此拨出专款专项，每年的预算高达 91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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