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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城市之国”新加坡通过推行能源转型与高
效节能举措，为实现能源安全目标寻找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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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本岛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填海形成的岛

屿——裕廊岛。这座拥有石油炼制及精细加工等上下游配

套设施的岛，被誉为新加坡油气产业的“摇篮”。

当下，聚集传统油气设施的裕廊岛正加载一项新功

能——2022年12月8日，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电池储能项

目在此上线运营。新加坡电力市场管理局表示，作为整合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新建成的电池储

能系统可助力新加坡解决能源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

题。

事实上，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在2022年一度困扰新加

坡。由于国际石油价格飙升，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新加坡

倍受压力，特别是价格压力。2022年7~9月，新加坡的电价

一度创下了14年以来的新高。

面对不确定因素增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这个缺乏战

略纵深的国家开始打响一场寸土必争的能源“巷战”——

通过新能源领域的合纵连横积极争取外援，在能源转型与

高效节能两个方向上寻找破解之道。

       直面能源价格压力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并把见闻

写进了《扶南土俗》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拘利

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

中’国，其俗食人。”有学者认为，“蒲罗中”就是今天

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南端的柔佛一带，在马来语中，它

的意思是“末端的岛屿”。

新加坡在19世纪后开始以港口为世人所知。各类货船

途经于此，让一片沼泽密布的荒地在100年间成为了小有

名气的港口。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全球石油贸易日渐活

跃，世界上30%的海上贸易与超过25%的石油运输都要经

过马六甲海峡。尽管本地不产一滴油，但新加坡凭借港口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89

能源评论／ENERGY REVIEW ／ 2023／01

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加工产业，将裕廊岛工业区逐步打造为

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和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而新加坡则成为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

心，石油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占比超过了三分之

一。

地理条件是新加坡崛起的关键，也给这个国家带来

了困扰。全球变暖致海平面加速上升，并对新加坡形成了

“四面合围”。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屡次表示，应对气

候变化的防御工作必须与军事防御一样受到足够重视，因

为气候变化将决定新加坡的生死存亡。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土面积小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

痛，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里

不停地填海造地。如果算上樟宜机场和裕廊岛，新加坡已

向大海索要了140平方千米的土地，占该国国土面积的四分

之一。同时，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低洼岛屿，新加坡岛大

约三分之一区域的海拔不足5米，其中部分区域已处于海平

面之下。如何防止这些低洼区域被海水淹没，是新加坡在

21世纪中期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2006年，新加坡出台了引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

政策，推进生产和生活领域全面减碳，在能源使用中以天

然气全面替代石油，并实现“把石油发电装机容量占总发

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从23.1%降至0.2%，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

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从74.4%提升至96.0%”的目标。

但无论如何，天然气这种“最清洁的化石能源”也会

产生碳排放，且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的弊端也凸显出来。

2022年第二季度，受国际天然气价格暴增影响，加上酷热

天气增加空调负荷，该国电力价格一路飙涨。

2022年9月，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推出一系列措施，

从发电、天然气供应和零售电力市场三方面入手，强化新

加坡能源系统的安全运行。为确保发电能力充足，新加坡

2022年12月8日，胜科工业等公司在裕廊岛（左图）建成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
电池储能项目（右图）。新加坡电力市场管理局表示，该电池储能项目上线运营
后，可以助力新加坡解决电力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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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通过分区规划，尽量把可利用的每一处屋顶、每一块墙面，
甚至包含储存淡水的湖泊水库都铺设上光伏板（上图）。同时，新加坡
借助全流程碳排放管理和新型技术，打造了多个绿色建筑（下图）。

>>
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都有严格标准。建筑建设中产生的

建筑垃圾则被用于填海筑路。在建筑使用中，管理部门要

求业主尽量延长使用周期，以降低建设与建材的隐性碳排

放。从采购材料到使用建筑的全过程中，满足或超出相关

标准的主体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奖励，如果无法满足

标准，就需要缴纳相应的碳税。2022年，新加坡开始严格

征收每吨5新元（约合25.6元）的碳税，并计划在2030年将

碳税提升至每吨50~80新元（约合256.6～410.6元），倒逼

企业和个人关注碳足迹，养成减排的习惯。

支持上述精细管控政策的关键是新加坡的管理和技

术革新。在管理上，新加坡实现了对不同能源生产消费主

体的动态检测管理，不断地调整并实施最优方案；在技术

上，深度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尝试在大型轮船上装设碳

捕集过滤装置，为远洋贸易的碳减排探索新路。

除了向内挖潜，新加坡也积极寻求外援。向北，该国

试图将老挝等国的水电通过马来西亚和泰国引入；向南，

该国拟将电网和澳大利亚电网连接。

和上述长远规划相比，新加坡已经启动的氢能建设更

有现实意义。

2022年10月25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

财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活动中宣布启动《新加坡国家氢能

战略》（以下简称“氢能战略”）。氢能战略包括五项重

点内容，分别为推动先进氢能技术商业化，解决氢能关键

技术瓶颈，打造低碳氢供应链，部署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人才发展氢能经济等。根据氢能战略的目标，发展氢

能源不仅将成为新加坡主要的脱碳途径，还将增强该国的

能源安全和弹性。裕廊岛也在此项规划之中——在2027年

前，新加坡将在这里兴建一座100%由氢气合成氨为燃料的

发电厂，建设者希望以此项目为契机，聚合电力部门和海

事部门的资源，为新加坡大规模使用氢燃料铺平道路。

能源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推动一个国家

前进的动力。对于这个地处东南亚一隅的“城市之国”，

绿色能源或像当初的石油贸易，为这里的腾飞助力，帮助

其与化石能源告别。

采取中央统筹招标的方式来引导新发电厂的投资。同时，

政府和企业探讨整合天然气收购，以签订时间更长、交易

更稳定的天然气供应合约。

在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新加坡主要能源产品的价

格在2022年10月初已有回落。但业内人士认为，能源供应

吃紧的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该国

须制定保障措施，为能源市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更激烈的

波动做准备。正如新加坡通商与工业部部长陈诗龙所说：

“一个更稳定和坚韧的能源系统的价值不言而喻，它是我

们推动经济增长、为人民创造好工作以及维持生活品质的

基础。”

       如何做到“寸土必争”
没有水电资源，风力条件不足，这个紧邻赤道的“城

市之国”尝试从阳光上为能源转型寻找出路。据统计，新

加坡每年的日照量可达每平方米1580千瓦时，条件尚算优

厚。为了实现“到2030年，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超过

2000兆瓦”的目标，一向以管理精细著称的新加坡政府分

街区进行规划，尽量把可利用的每一处屋顶、每一块墙面

都铺设上光伏板，甚至用于储存淡水的水库周边都被囊括

其中，最大程度地收集阳光。

在消费端，新加坡政府的节能减排管理模式更为精

细——针对能源、工业、商业、交通、建筑、居民等领域

出台不同政策，管理各类能源消费主体的排放情况。以建

筑行业为例，政府要求该行业对碳排放的计算要从采购含

碳量较低的建材开始。在建筑建设的全过程中，材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