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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翟永平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新丝路

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相关国家的积极反响和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能源

领域，更被不少国内外专家视为是新丝路的“重中之重”。专家认为“一带一路”

战略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能源合作，为中国提供安全可靠的油气进口来源。

然而，仅仅从保障中国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重中之重”是有失

偏颇的，甚至会在国际社会引发中国不过是“满世界找油”的错觉和负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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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强调中国将为

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市场，而且中国应该也有可能成为广义上的

“能源输出大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中国可以承担起“能源输出大国”的责任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可以“上载”能源向中国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在必要时（如中亚国家冬季供暖需求）也可以“下载”部分油气满足本国需求。

举例来说，有舆论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颇有微词，原因是冬天当地居民供

暖缺气，电力供应不足。在中国能源供应包括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情况下，海上、

西北、东北和西南建成的四大能源供应通道使我们有能力适当调节各个能源通道

的供应量，能够适应不同方向能源输出国和过境国的需求变化，允许一定程度的

“下载”。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紧张情况，也降低了输向中国的

能源通道的政治风险，客观上有利于各方长远的能源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四大

能源通道之一的中缅油气管道就值得称道。按照相关协议，在送往中国的油气过

境缅甸时，缅方每年可以下载 200 万吨原油和 24 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缅甸的

电力普及，并兴建炼油厂，推动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的周边和临近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越南、泰国、蒙古、朝鲜

等国都或多或少处于缺电或季节性（如冬季）缺电的状况。相比之下，中国近年

来全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裕，特别是东北区域电力供应富余较多，西北区域电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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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也有一定富余，南方区域电力供需也总体平衡。此外，在国家经济结构调

整、GDP 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电力需求的增速也在下降。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

能高达 1 亿千瓦，然而近年来火电每年新增装机维持在 5000 万千瓦左右的水平，

2013 年新增火电装机仅为 3650 万千瓦。因此，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以及施工

能力严重过剩，煤炭需求也陷入长期疲软。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借助资金和产能

的优势，在周边缺电国家，因地制宜地协助兴建高效能的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

动与周边临近国家实现电力联网，调剂余缺，为我国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

供新的出路。

第三，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中只是

起着补充作用，但在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家则大有可为，可以对能

源供应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为例，这里的电力供应全

部依靠进口的柴油发电，发电成本高达每度电 27-65 美分之间，比煤电成本高出

5 倍以上，比光伏发电成本还高。马尔代夫每年燃油补贴高达 1.15 亿美元以上，

人均补贴近 370 美元，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且柴油发电对旅游环境的污染也很

严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南亚国家中属于最高的水平。以中国的资金、技术实力，

特别是在光伏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

在马尔代夫以及其他中小国实施大手笔的“光伏外交”，以光伏与储能、微电网

技术结合发电，大幅度减少柴油进口，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改善当地环境，提高

百姓生活水平。

第四，中国能源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输出。虽然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能源价

格体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诸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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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发展历程依然是一个

典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相当、起点大致

相同的发展中大国相比，目前中国的用电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 99.8% 以上，而印

度仍有 25% 的无电人口，即大约 3 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印度的情况正是整个发展

中国家的缩影，目前第三世界整体而言大约仍有 25% 的无电人口，总数高达 13

亿人。中国到底是怎样在 30 年间解决了近 5 亿农村人口的用电问题？这个事实

显示了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也体现了管理水平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

足够的制度自信，主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分享农村电气化发

展的成功经验。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议国家在推广“一带一路”的概念时，整体考虑能源安全的概念，

不仅要保障我们自己的能源供应，也要顾及沿线国家的能源需求。在建设能源供

应通道时既有输往中国的油气“上载”，在过境国也可以有一定的能源“下载”；

在周边国家援建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电力联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以大手

笔的“光伏外交”推动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分享能

源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电气化的成功经验，体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软实力。

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制高点，也为处于产能过剩的中国能源制造业走出

去创造新的机遇，使中国成为能源输出大国，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能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