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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南·阿明：
可再生能源代言人

1月16日～17日，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IRENA）2016年全体大会在阿联

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超过150个国家

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以及140多个国际组

织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总干事阿德南·阿明（Adnan 

Amin）在会议期间强调：“《巴黎协

定》制定了全球碳减排的长期规划。现

在，需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更进一步，

推动规划落实为具体的行动蓝图。”

在当前能源格局之下，破解经济增

长与环境问题这一悖论的关键是转变能

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已经成为

全球性共识。但共识虽已达成，如何在

世界范围内有序铺开，怎样调动全球资

源共同为之努力却始终困扰着世人。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多方奔走、大声疾呼者

不乏其人，阿德南·阿明无疑是其中最

耀眼的一个。

多年以来，阿德南·阿明马不停蹄

地周旋于各国之间，向世人传递可再生

能源的重要性与重大技术突破，他常常

前一天还在纽约会见某个商业领袖，第

二天就带领着一帮商业大佬远赴南太平

洋岛国汤加组建可再生能源系统。他的

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以至于被有些人称

为“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形象大使”。

现年57岁的阿德南·阿明年过半

百却仍然精力旺盛，他自信从容，善于

沟通交流，英文发音标准，从外表便能

一眼断定是一个儒雅谦和而富有教养的

领导者，出任形象大使所必需的外在条

件对于他一点都不是问题。与之交谈则

更是一种享受，会让人深信，在这个人

的带领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完全有可

能把初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做得靠谱。

触摸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阿德南·阿明出生于肯尼亚，祖

先是巴基斯坦移民。他的父亲是一名律

师，早年参加过保卫国家独立成果的政

治运动，也曾担任政府政治顾问，最终

成为肯尼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父亲在

政治圈如鱼得水的经历对阿德南·阿明

的成长影响很大。绅士风度、沟通技巧

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来，而更为重要

的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生受用的

一课：自信地接受挑战。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度过了快乐的

少年时光后，阿德南·阿明选择远赴英

国留学，在英国凯利大学就读本科，随

后获得到苏塞克斯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

学习经济学的机会，在那儿他取得了发

展经济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阿德南·阿明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个名为“一个共

同的世界”的栏目组，这个栏目主要关

注当时的热点民生问题，诸如饮用水干

净与否、如何打破商业与贸易壁垒、如

何实现共同和谐发展等等。这份工作锻

炼了他运用课堂知识的能力，也在一定

程度上让他认识到自己眼界的局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阿德南·阿明决心追寻这些社

会问题的源头，去触摸现实世界中的问

题。于是，他回到了家乡内罗毕，探索

发展经济学的具体实务操作，就促进干

旱地区的发展、提高农业产生效率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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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研究。彼时，他已经从发展经济

学的理论畅谈者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

践行者与探索者。也是在这段时期，他

开始以兼职身份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

境发展署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阿德南·阿明

开始全职为联合国环境署工作。这段时

期，大部分非洲国家刚刚开始设立环境

部门，他的工作内容是协助这些部门开

展工作，深入地介入到环境政策的制定

当中，并给部门成员提供必要的培训。

借助出色的沟通与协调能力，阿德

南·阿明在非洲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很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挑选他为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

负责联合国超过20个单位的协调工作。

这项工作让他的沟通能力得到充分

的发展，给他带来了25年国际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政策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经

验涉及政治、管理以及跨部门协调合作

等多个方面。能源消费与气候、环境的

关系也从此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为他日

后执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打下了基础。

闪电培植国际性组织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诞生与成长之

旅充满了速度与激情。

在2009年1月的德国波恩，国际可

再生能源署正式讨论成立，成为21世纪

诞生的首个国际性组织。同年7月，阿

联酋击败德国和澳大利亚,让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的总部落定在了阿布扎比，法

国人海伦·珀洛斯女士被推选担任第一

任临时总干事。2011年4月，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顺利召开第一届全体大会。然

而，仅仅1年之后，珀洛斯因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出现巨额赤字而引咎辞职。

重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担子被交

到了阿德南·阿明肩上。即便一向对任

何挑战都不惧怕，在接到就任通知的当

晚他还是彻夜不眠，“我整晚都辗转反

思，我将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困局？”

阿德南·阿明回忆道。

上任伊始，阿德南·阿明快刀斩乱

麻，迅速裁掉了这个臃肿机构三分之一

的员工，并对一些工作懈怠的员工进行

了替换。有了前车之鉴，他在经费预算

方面显得十分谨慎，“我们有一个150

人组成的股东委员会，所有这些人都有

自己的需求和要求。我们必须谨慎地在

这些需求和要求中寻求平衡，因为它们

都需要消耗资金，花的都是纳税人的

钱”。为了少花钱多办事，他采用了与

外部机构建立合作委员会的方式，既能

让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功能可以充分实

现，又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开支。

在管理模式方面，阿德南·阿明崇

尚灵活，正如他热爱慢跑一样，“慢跑

可以让我的身体保持灵活性”。他充分

地对下属进行授权，认为领导国际性机

构的核心要义之一是信任，“领导必须

充分地信任他们的下属。”

也正是因为有了充分授权，在他领

导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才能够灵活应

对各种问题，而他也能抽出时间“游说

诸国”。上任以来，他不停地奔波于世

界各地，“推销”可再生能源，并说服

各国政府加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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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年的全体大会都是世界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盛典，绝大多数成员国政府、众多

研究机构以及更多的产业界代表会蜂拥而

至，共商行业未来。就在刚刚结束的2016

年全体大会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公布了

全球首份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全球宏观经济

的冲击报告，预测到2030年如果可再生能

源占比达到36%，可推动全球GDP增加1.1

个百分点。

阿德南·阿明正在一步一步地利用

他娴熟的航海扬帆技术把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这艘大船驶向全世界，而船上满载

的是他对可再生能源推广与未来美好世

界的愿景。

用“黑艺术”挑战未来
与阿德南·阿明接触过的人都会对

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总干事，他不仅勇于接受挑战，而

且也乐于迎接挑战。他身边的挑战就像

非洲的阳光一样普遍，无处可避，伴随

着他从非洲走到联合国，再到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从发展中国家而来，从小

伴随我成长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挑战”。

的沟通非常有效率，这是一件强有力的

武器”，英国驻阿联酋使馆能源与气候

变化一等秘书这样评价阿德南·阿明。

在他高效的沟通之下，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成员国从他上任之初的68个，迅速地

增加到150多个，中国也在2014年1月

正式加入该组织。

短短几年时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俨然已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国际性组织

之一，成为可再生能源推广、普及和可持

续利用方面的权威机构，在协同发展、促

进对话和信息技术共享方面得到了全球认

>>  安德南·安明自信从容，善于沟通，是一个儒雅谦和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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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的处世哲学中，有挑战的地方

往往意味着机遇。

接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削减巨额

经费赤字的挑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面对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技术障碍，

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这是一场必须拿下

的战役”。面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

高企，他也总是信心十足，“在降低成

本方面，没有任何借口”。

对于这些，阿德南·阿明认为国

际可再生能源署有能力一一应付，他所

仰仗的资本就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卓有

成效的工作，这被他称作“黑艺术”，

包括针对可再生能源推广而提出的种种

政策建议、投资模式、价值产生模式、

电力建设模式等等。“你也许暂时体会

不到它们的重要性，当这些工作被置于

一个国家的战略背景下时，它们的特殊

价值瞬间就会变得清晰起来”，阿德

南·阿明如是说，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对能源未来的判断。 

面对当前低油价的挑战，阿德

南·阿明同样展现出乐观的心态。他承

认，低油价确实会降低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然而低油价更会在能源行业内产生

连锁的替代反应。当油价降低到一定程

度时，石油投资将变得无利可图。“在

过去的1年左右时间，全球有超过500

亿美元的化石燃料领域投资被缩减。而

这些投资很有可能转向可再生能源领

域。”

“我们不应该想到低油价会对可

再生能源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反问

可再生能源会对石油产生什么影响”，

阿德南·阿明的预期比其他人要乐观，

“石油总有一天会被可再生能源替代，

这一天不会太远，也许就在2040年或

2050年左右”。

阿德南·阿明坚信，可再生能源

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道路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曲折；与其担忧它的发展方向

问题，不如关心它的发展速度。在他看

来，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部设在中东

地区这一行为本身就富有昭示意义，

“谁能想到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中心

会拥有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存在的

目的便是为代替石油进行相关研究？这

就是最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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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火电行业遭遇利润下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