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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白皮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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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议探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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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传统能源发展观的历史超越和

重大创新，深刻阐明了能源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互联电网，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全

球电力需求，描绘了世界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蓝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辟了新道路，得到国际社

会普遍赞誉和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中

国方案”，将推动纳入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引导各成员国共同参与和建设。

《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加快清洁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能源转型已经成

为各国共识和共同行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契合世界发展潮流，集中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造福全人类的宏伟事业。

全球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发展不均衡等严峻挑战，给人类生存发展

带来严重威胁，根本出路是加快清洁发展，推进能源变革转型。

●能源开发实施清洁替代，以

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

源替代化石能源；

●能源消费实施电能替代，以

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

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发电，

根本解决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

及碳排放等世界难题。

●化石能源回归其基本属性，主要作

为工业原材料使用，为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更大价值。

●提高电气化水平，增大电能在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在保障用能需求的前

提下降低能源消费量。

第一阶段　国内互联

●推动形成共识，开展技术和标准研究

●加强各国国内电网互联和智能电网建设

●开发各国清洁能源

当前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第二阶段　洲内互联

●推动洲内跨国电网互联

●开发洲内清洁能源基地

第三阶段　洲际互联

●推动跨洲特高压骨干网架建设

●开发“一极一道”清洁能源基地

●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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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重点3
电网发展

战略目标

2020 年 完成跨国跨洲电网互联规划研究；推动各国国内电网建设；启动一批跨国跨洲电网互联示范工程。

2030 年 推进洲内跨国联网建设；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区域率先实现跨洲联网；研究推进“一极一道”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和外送通道建设。

2050 年
建成连接全球各大清洁能源基地与主要负荷地区的跨国跨洲骨干网架和洲际联网通道，形成跨洲、跨国和国内电网协调发展的互

联互通总体格局。

重点任务

开展各级电网规划，建设各国坚强网架，电网智能化升级，跨国电网互联，跨洲电网互联

清洁替代

战略目标

2020 年
加快开发各国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比重达到 1/4；清洁能源经济性大幅提升，风电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太阳能

发电实现用电侧平价。启动“一极一道”及各洲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前期研究。

2030 年
大规模开发各洲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比重超过 1/3，“一极一道”清洁能源基地年开发外送规模达到 1 万亿千瓦时，

分布式电源年发电量占比达到 8% 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全球范围实现平价上网。

2050 年
大规模开发“一极一道”清洁能源基地，全球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 80% 以上，“一极一道”年电力外送规模达到 12

万亿千瓦时，分布式电源年发电量占比达到 15% 左右。

重点任务

开展资源调查评估，开发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统筹开发分布式清洁能源，限制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降低清洁能源开发成本

电能替代

战略目标

2020 年
全球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超过 20%。电能主要替代煤炭和非商品能源，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石油、天然气需求部分由电

能满足。

2030 年
全球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30% 左右。电能逐步替代石油和天然气，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电气化里程快速增长，电动汽

车保有量达到 1.5 亿辆；智能制造、近零能耗建筑、智能家居的高速发展，推动工业、建筑及生活领域电能替代水平不断提高。

2050 年

全球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50% 左右。电能加速替代化石能源，各领域电气化水平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陆续完成工业化，

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推动工业电气化水平提高；电动汽车全面替代传统燃油汽车，智能交通系统形成并实现更大范围互联，电能

取代石油成为交通领域主导能源；现代化、智能化生活推动电能在建筑及生活领域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全面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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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

战略目标

2020 年
特高压直流海底电缆、新型储能等技术实现突破并形成制造能力；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形成适应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的设备制造能

力，风机整机年产能超过 7000 万千瓦，太阳能电池年产能超过 1 亿千瓦。

2030 年
形成高可靠性的特高压换流变压器、换流阀、套管、直流滤波器等关键电网设备的产能，推动特高压海底电缆技术、超导输电技术、

微电网技术、大电网运行控制技术的产业化；满足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对风机、太阳能电池等关键设备的需求。

2050 年 特高压、智能电网和清洁能源产能能够满足新建和改造项目需求，全球能源互联网相关产业实现有序健康发展。

重点任务

形成支撑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电源装备产能，形成支撑电网发展的关键产能，形成全球能源互联网产业价值链，推动产业结构实现清洁低碳转型

科技创新

战略目标

2020 年 特高压柔性直流、特高压海底电缆、新型储能、系统广域保护等关键技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

2030 年
先进输电、储能、电工新材料、直流电网等新兴技术取得全面突破，特高压交直流、电网安全控制、智能电网等技术全面提升，

能够支撑跨国跨洲输电和大规模清洁能源接入和消纳。

2050 年
特高压交流和直流、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大电网运行控制等关键技术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保障全球能源互联网安全经济高效

运行。

重点任务

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储能、电网运行控制等领域技术创新

重点任务

交通、工业、建筑及生活领域电能替代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显著的能源、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效益，发展前景广阔。

1．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到 2050 年，全球清洁能源

占一次能源比重将达到 80% 以上，世界能源供应充足，根本解

决亚洲、非洲、拉美有关国家和地区能源贫困问题。

3.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资规模超过

50 万亿美元，将有力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动

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获得巨大的时区差、季节差、电价差

效益。今后，随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电力贸易将快速增长，

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2. 有效控制全球温升。全球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控制在

115 亿吨左右，仅为 1990 年的一半，能够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

2 ℃ 以内甚至 1.5℃以内的目标。

4.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非洲、

拉美等地区的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缺电、消

除贫困，缩小地区差异，减少国际争端，让世界成为一个能源充足、

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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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

战略目标

2020 年
探索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形成顺畅高效的收益分配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组建全球能

源互联网发展基金，搭建综合性投融资平台，形成多种投融资模式。

2030 年
形成国际通用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建立以企业信用或项目收益为基础，以商业贷款、发行债券、股票融资等为手段的投融资

模式，初步实现股权融资主体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多样化，资金资源配置全球化，年均融资规模突破万亿美元。

2050 年
形成包括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产业基金、互联网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全方位、多

层次投融资体系，年均融资规模达到 2 万亿美元以上。

重点任务

构建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和高效顺畅的投融资保障机制，发挥重大项目的带动效益

机制建设

战略目标

2020 年
建立完善国内电力市场，巩固拓展已有跨国电力市场。跨国跨洲电力贸易量占全球电力消费量的比重达到 5% 左右。形成具有创

新开拓精神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人才队伍。

2030 年
各利益相关方联合研究制定系统运行、调度规程。初步形成跨国电力协同调度机制，构建洲内跨国联合调度协议体系。跨国跨洲

电力贸易量占全球电力消费量的比重达到 10% 左右。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卓越研究能力的全球能源互联网高端智库。

2050 年
建立全球电网联合调度机制，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基本建成完善的全球电力市场，跨国跨洲电力贸易量占全球电力消费量的

比重达到 20%~30%。

重点任务

研究建立跨国跨洲电力调度机制，统筹协调各国电价与税收机制，推动建立跨国跨洲电力交易机制、教育培训机制，培育国际高端智库

国际合作

战略目标

2020 年

加快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推动合作组织与现有国际组织发挥合力，打造覆盖各领域、各层次的国际合作平台，形

成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科研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能源电力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联合开展全球能源互联网技

术标准体系研究的工作机制。

2030 年
建立跨国跨洲合作机制，将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纳入各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各国在电价、税收、投融资、技术和产业发展等实

操领域实现政策协调，形成各方认同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标准体系。

2050 年 建立全球性合作协调机制，各国之间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形成合作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

重点任务

发挥合作组织战略引领作用，开展重大问题联合研究，形成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政策协调机制，联合推动重点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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