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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南·阿明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

如何迎接能源大转型
文/阿德南·阿明

能源转型正在全球上演，这是可喜的，但仍旧需要更多的行动。为了更快地达到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一切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所有领域做出努力，并且动员所需的资金

加速能源转型。

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之前，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行动和良性的政府间沟通。本次会议重

要的一点是提议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并通过能源转型的方式帮助他们降低碳排放。

为了实现既定的气候变化目标，可再生能源用量需要就现有水平翻六倍之多。这意味着全

球每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在2020年要达到5000亿美金，是现有水平的两倍；从2021年到

2030年间，则需要翻三倍至9000亿美金。

在这些待投资的各领域项目中，智能电网在发展中国家意义更显特别。

智能电网技术使得电网更加灵活，能够整合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接入电力系统。越来越多的国

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计划借助智能电网技术更多更高效地利用可再生能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可再生能源的规划部署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国

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和规模正在不断变化，欧洲正在完成2020年以前可再生能源达到20%

份额的轨道上循序渐进。而一个新目标：2030年以前达到27%，已经被通过。过去10年里，中

国逐渐成为风电、水电和太阳能热应用领域的全球领袖。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在当前的政策

和投资格局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构成中的份额会在2030年上升至16%，甚至有可能达到

26%。

随着可再生能源份额的上升，并网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由于

某些区域电网输送能力不足造成的弃风、弃光等做法只是典型的短期问题。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真

正困难是如何协调可再生能源和其他能源之间的配置。面对发电端的多变性，有一系列策略来处

理这种多变性，比如加强电网建设以应对更高的并网要求、改进交易和互联策略，都是当前重要

的工作。关键是，要考虑整个系统的成本。比如欧洲各国的电网都紧密相连，所以欧洲各国相互

协同的能源转型行动会显著地降低电网运行的成本，并增加电网的弹性。一个例子就是，挪威或

阿尔卑斯山区域的抽水蓄能电站可以为丹麦或德国的风电、太阳能平衡调峰。

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可再生能源的大变革，其成功需要一个与现在比起来非常不一样的能源系

统。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输电能力，将现在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进行远距离高电压的输送，中国现

在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其他技术包括先进的储能和管理系统、智能电网技术等。这意味着，我们

要转向一个全新的更智能的、有着更强的能源管理能力的系统。这会是下一个增长的重点，并将

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收入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亟待挖掘的巨大机会。

2016年1月，全球能源领导者和各国政府代表将出席第六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全体大会，这

无疑将推动巴黎协议达到下一阶段，设定全球可再生能源议程，并且设立一个行动蓝图，以满足

气候目标，还为世界设定一条通道，通往可持续能源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