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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能源转型是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非洲政治、
经济、 技术、 社会系统的一次共同演进ꎬ 既具有全球转型的普遍性特征ꎬ 也

形成了基于其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的独特内涵ꎮ 非洲能源转型可以归纳为

“一个核心目标、 三个行动重点”ꎬ 即以建构现代低碳、 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

为核心目标ꎬ 在清洁能源开发上兼顾 “分布式利用” 与 “集中式开发” 两种

方式ꎬ 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ꎬ 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

产业的联动发展ꎮ 当前ꎬ 非洲清洁能源的开发规模不断扩大ꎬ 电网规划建设

不断加强ꎬ 转型促进政策不断推出ꎬ 商业模式不断创新ꎬ 国际社会持续提供

援助与支持ꎮ 同时ꎬ 非洲能源转型进程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ꎬ 包括能源体制、
融资、 人才、 决策ꎬ 以及来自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制约因素等ꎮ 中国作为非洲

能源转型的积极参与者、 建设者和贡献者ꎬ 应加强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全产业链投资的合作ꎬ 并创新援助手段ꎬ 增强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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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能源转型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议题ꎬ 关系到 １３ 亿人口能否

享有现代化的生活水平、 获得赶超式发展的能力ꎬ 也关系到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威胁、 实现能源资源永续利用的成败ꎮ 目前ꎬ 非洲多数国家制定了能源转

型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ꎬ 并取得初步成效ꎻ 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 印度等

新兴国家通过投资、 援助等方式踊跃助力这一时代潮流ꎬ 显示出分化世界中

难得的团结ꎬ 但也蕴含各国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对产业主导权和国际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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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争夺ꎮ 关于非洲能源转型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ꎬ 国内研究成

果尤其有限ꎬ 主要关注光伏、 风能、 水电某一具体产业在非洲的投资可行性ꎬ
亟需厘清非洲能源转型的基本问题与发展机理ꎻ 欧洲学者进行了一些理论探

讨和田野调查ꎬ 但研究结果仍呈现较强的 “欧洲中心主义” 色彩ꎬ 倾向于把

自身经验看作普遍模式ꎬ 经常忽视非洲自身的需求及转型过程中各种 “非正

式创新和本土扩散体系”ꎮ①

鉴于上述情况ꎬ 本文将立足 “政治—经济—社会—技术” 联动的视角

(即 “ＰＥＳＴ” 框架)ꎬ 探讨非洲能源转型的独特内涵、 显著进展及面临的严峻

挑战ꎮ 为深入了解情况ꎬ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在几内亚、 刚果 (金)、 刚果

(布) 展开实地调研ꎬ 也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全球能源互联网暨中非能源电力大

会” 期间ꎬ 对非洲多国能源电力部门的官员、 经营者展开深度访谈ꎮ

一　 全球能源转型的普遍性特征

从狭义上看ꎬ 能源转型是指一次能源结构的长期演化ꎬ 集中表现为主导

能源的更替ꎮ 人类社会迄今已经出现三次能源转型ꎬ 第一次是煤炭替代了薪

柴ꎬ 第二次是石油替代了煤炭ꎬ 第三次转型的方向是清洁能源替代以石油、
煤炭、 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ꎬ 形成清洁主导、 电为主体的能源生产和消

费格局ꎬ 服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与目标ꎮ② 全球范围的能源转型呈现出一

些普遍性特征:
(一) 能源转型是多个系统的共同演进

能源转型不仅是能源系统的结构性变革ꎬ 更是一场社会、 技术、 政治、
经济系统的共同演进ꎮ 换言之ꎬ 转型从来不是一个技术中性的过程ꎬ “不仅包

含能源技术、 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ꎬ 也涉及各种政策、 市场、 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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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清洁能源即可再生能源ꎬ 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ꎬ 指那些连续再生、 可以

循环多次使用的能源ꎬ 主要包括风能、 太阳能、 水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海洋能ꎮ 根据大多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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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与科学知识的建构与调整ꎮ”① 只有各个系统都朝向一致目标并释放

出创新、 协作的动能ꎬ 能源转型才能得以顺利开展ꎮ 在决策或研究过程中ꎬ
人们习惯于优先关注物质层面的系统ꎬ 关注技术是否成熟、 项目能否可行ꎬ
容易忽视社会层面各系统的协同与相互影响ꎬ 尤其是当前 “对清洁能源取之

不尽、 用之不竭、 清洁性和非物质性 ( 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的宣扬使人们忽略其生

产过程中必需的社会关系”②ꎮ
(二) 能源转型是非线性的漫长过程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ꎬ 可以发现 “能源品类之间的替代与被替代

也存在着回环往复ꎬ 而不遵循机械的、 单一线性的发展历程”③ꎬ 多种能源利

用形式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共存并进ꎮ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其一ꎬ 传统

主导能源会产生技术锁定效应ꎬ “大量昂贵的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和原动机都存

在较大的惯性ꎬ 而建设新的转换设备和新的输配网络又需要很多时间和资本

投资”④ꎮ 其二ꎬ 能源领域的既得利益群体往往存在路径依赖ꎬ 如一些阿拉伯

油气生产国面对油气价格低迷的困境ꎬ 试图发展清洁能源产业ꎬ 摆脱对传统

能源的过度依赖ꎬ 而一旦油气价格回升ꎬ 推进转型的动力就迅速下降ꎬ 很多

改革举措无疾而终ꎮ⑤ 其三ꎬ 存在未知的挑战或阻碍ꎮ “无论能源转型的趋势

如何明显ꎬ 在不可预知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下ꎬ 转型都有可能出

现例外或者偏离预期ꎮ”⑥ 例如ꎬ 突如其来的页岩油气革命颠覆了世界能源供

给格局ꎬ 滞缓了一些国家清洁转型的步伐ꎮ
(三) 能源转型衍生正负效应

很多人看来ꎬ 当前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是一件 “百利而无一害” 的事情ꎬ
其正面效应包括促进各国的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ꎬ 减少各国围绕能源资源展

开的竞争与冲突ꎬ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ꎬ 减少温室气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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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实现巨大的环境效益等ꎮ 其实ꎬ 能源转型也可能衍生困难、 冲突和不确

定性ꎬ 如化石能源行业大量就业人口的安置、 水电开发容易造成的生态破坏

与征地纠纷、 光伏组件废弃后产生的环境污染、 生物燃料可能导致的粮食安

全问题、 转型成本陡增所引发的能源民粹主义等ꎮ① 清洁能源衍生的外部性问

题常具有国际效应ꎬ 例如各国围绕清洁能源装备展开的贸易争端和稀土资源

竞逐、 跨国河流水电开发导致的国际争端等ꎮ
(四) 能源转型成效有赖于民众参与

尽管政府主导设定一国能源转型的目标和内容ꎬ 但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

“最终需要落实到国家内部社会和市场中的利益攸关方和地方行为体”②ꎬ 再

深奥的科学设计、 再复杂的技术方案都需要转化为民众能接受的观念和可操

作的行动ꎮ 转型速度的快慢与民众的支持率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ꎬ 以引领全

球能源转型的德国为例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ꎬ ９２％的受访民众认为

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极其重要” 或 “重要”ꎬ ８５％ 的民众愿意为能

源转型采取具体的个人行动ꎮ③

上述能源转型的普遍性特征揭示了任何地区或国家的能源转型都是复杂

艰巨的ꎬ 并始终与社会系统及身处其中的行为主体发生广泛紧密的互动ꎬ 非

洲亦不例外ꎮ 同时ꎬ 各区域、 各国基于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的异质性ꎬ 在阶

段性目标、 行动重点、 技术选择、 进度安排上也会呈现显著的多样性ꎬ 这些

方面不可能是某种普世的、 单一的模式ꎬ 尤其对于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而

言ꎬ 能源转型被赋予了更多发展任务与本土化诉求ꎮ

二　 非洲能源转型的独特内涵

非洲能源转型的出发点和对象是其相对落后、 脆弱且质量欠佳的能源系

统ꎬ 具体表现为: 第一ꎬ 能源生产和消费水平低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非洲人口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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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 １７ ３％ ꎬ 但该地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仅占世界总量的 ３ ３％ ꎻ 地区

发电量为 ８４３ ９ 太瓦时ꎬ 仅占世界总量的 ３ ２％ ꎮ 第二ꎬ 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

和传统生物质为主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石油、 天然气、 煤炭、 传统生物质的能源

产量占能源生产量的比重分别为 ２３％ 、 １５ ８％ 、 １３ ９％和 ４４ ７％ ꎬ 清洁能源

与核能的比重合计仅为 ２ ６％ ꎮ 从电力系统看ꎬ 煤油气的发电量占非洲总发电

量的 ７７ ７％ ꎬ 水电占 １６ ５％ ꎬ 非水清洁能源仅占 ４ ２％ ꎬ 该比例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 １０ ８％ ꎮ① 由于非洲煤油气资源集中在少数国家ꎬ 多国严重依赖

进口的化石燃料ꎬ 背负巨大的用能成本ꎮ 第三ꎬ 无电、 少电、 用电贵等问题

严峻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无电人口高达 ５ ７ 亿人ꎬ 占全球无电人口的 ３ / ４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乡村通电率仅为 ２５％ ꎻ 超过 ７０％的非洲人口无法使用清洁的烹饪

设施ꎬ 依靠柴薪、 木炭、 动物粪便等污染严重的生物燃料做饭ꎮ② 即使在大量

已经通电的地区ꎬ 电力供应不稳定现象普遍存在ꎬ “科摩罗、 几内亚和尼日利

亚部分地区平均每周停电超过 ６０ 次”③ꎮ 供给能力的有限导致用电成本的高昂ꎬ
目前非洲国家平均电价高达 １４ 美分 /千瓦时ꎬ 是发展中国家平均电价的 ２ ~ ３
倍ꎮ 基于上述因素ꎬ 非洲各国在实践中逐渐丰富能源转型的内涵ꎬ 至少形成

了 “一个核心目标、 三个行动重点”ꎮ
(一) 核心目标: 建构现代低碳、 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

面对全球趋势和非洲自身状况ꎬ 非盟和超过 ４０ 个非洲国家已经制定清晰

的能源转型目标ꎬ 非洲政界、 产业界经常使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七”
表述转型追求ꎮ④ 根据各方大同小异的表述ꎬ 非洲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可归纳

为构建现代低碳、 经济适用的能源系统ꎮ
“现代低碳” 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

化ꎮ 世界很多地区早已过上电气化的生活ꎬ 所以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比较单

纯ꎬ 就是在开发侧与用能侧加速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ꎬ 减少能源系统

５５

①

②

③
④

英国石油公司: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ｂ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ｉｔｅｓ / ｚｈ＿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ｈｏｍ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 / ＢＰ＿Ｓｔａｔｓ＿２０２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８ꎮ

参见国际能源署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了 １７ 个发展目标ꎬ 其中 “目标七” 为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

得起的、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ꎮ 参见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载联合国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ｚｈ /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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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ꎻ 而非洲需要兼顾 “两个 Ｐ” 的目标: 通过开发和使用清洁能源实

现电力普及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ꎬ 实现用能的现代化ꎬ 促使非洲整体

进入 “电气化时代”ꎻ 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的占比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ꎬ 推动能源消费由化石能源和传统生物质能为主导向清洁电力为中心

转变ꎬ 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ꎮ①

“经济适用” 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ꎬ 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

控制好转型成本与进度ꎮ 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 具有融入

现有系统的便利性ꎬ 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ꎬ 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

现债务陷阱ꎮ 二是兼顾化石能源的开发ꎮ 非盟和一些非洲国家始终强调 “要
利用所有非洲的能源资源”②ꎬ 潜台词就是 “我们仍会发展化石能源”ꎮ 尽管

看似矛盾ꎬ 但这也是非洲能源转型 “非线性” 特征的一个表现ꎮ 在现实层面ꎬ
“即使非洲想停止使用化石燃料ꎬ 将每个发电站都转向可再生能源ꎬ 它仍需被

迫开发其油田ꎬ 从而为这一过渡筹集资金ꎮ”③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ꎬ 南苏丹由于与

苏丹发生石油过境费矛盾ꎬ 暂停了一年的石油开采ꎬ 导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ꎬ
该国接连两年的家用光伏安装量也随之大幅下降ꎮ 从道义层面上看ꎬ 非洲长

期身处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ꎬ 也不承担全球能源领域碳排放的历史

责任ꎬ 自然有权利适度利用化石能源、 促进自身发展ꎮ
(二) 在清洁能源开发上ꎬ “分布式利用” 与 “集中式开发” 相结合

利用分布式清洁能源破解无电困局ꎬ 是多数非洲国家的优先行动重点ꎮ 非

洲 ８０％的无电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ꎬ 乡村通电是解决无电问题的核心ꎮ 传统的

解决办法是建设乡村电网ꎬ 把集中生产的电力输送到地广人稀的村落ꎬ 但这类

项目往往成本高、 回报率低、 投资回收期长、 运维难度大ꎬ 所以 “在非洲将电

网连接到乡村是一项耗资高昂的冒险ꎬ 收益很可能无法证明投资的合理性”④ꎮ

６５

①

②

③

④

需要说明的是ꎬ 实现 １００％通电的北非地区和南非不需要解决 “无电” 的问题ꎬ 但仍需要解

决 “缺电” 的问题ꎮ
Ｓｅ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１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３６２０４ － ｄｏｃ － 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６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Ｎｙ Ａｙｕｋꎬ “Ｄｅｍｏｎｉｓ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 Ｇａ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Ｂｉ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６ / ８３４ / １９７９８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Ｋｅｎｄｅ － Ｒｏｂｂꎬ “Ｈｏ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ａ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０

Ｆａｃｔｓꎬ １０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 － ｆｏｃｕｓ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７ / ｈｏｗ －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ａｎ － ｓｈｏｗ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ｔｈｅ － ｗａｙ － ｔｏ － ａ －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 ｆｕｔｕｒｅ － １０ － ｆａｃｔｓ － １０ －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１ －１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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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埃塞俄比亚早已将大量电力出口到邻国吉布提和苏丹ꎬ 却始终实现不

了国内电力的全覆盖ꎬ 主要由于公共投资、 商业投资很少流向偏远乡村的输

配电网ꎮ 而分布式清洁能源从技术层面突破了上述困境ꎬ 广大乡村居民能够

通过分布式光伏和风电、 小水电、 小型生物质发电系统实现能源的就地开发

和自给自足ꎬ 还能将成本控制在较小规模ꎮ 对于非洲不少决策者而言ꎬ 当前

的能源转型就是通过分布式利用可再生能源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快速实现乡

村电气化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例如ꎬ 莫桑比克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预算为 ５
亿美元的乡村清洁能源项目ꎬ 促使 “全体莫桑比克人可以通过国家电网之外

的供电网络获得电力”①ꎻ 肯尼亚实施了 “离网太阳能接入计划”ꎬ 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前在该国乡村建成 ２５ 万个分布式光伏项目ꎮ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

预测ꎬ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安装的离网系统的 ２ / ３ 电力将由分布

式清洁能源提供ꎮ②

清洁能源集中式开发是非洲实现能源充足的必经之路ꎬ 也是清洁能源资

源禀赋较好、 经济实力具备条件的国家的必然选择ꎮ 非洲整体上拥有十分优

越的清洁能源资源条件ꎬ 水能、 太阳能、 风能的理论蕴藏量分别占全球的

１１％ 、 ４０％和 ３２％ ꎬ 但目前开发率很低ꎮ③ 只有通过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地点建

设大型水电、 光电、 风电基地ꎬ 才能推动清洁能源成为主体能源ꎬ 满足非洲

城市化、 工业化的庞大用能需求ꎮ 非洲一些国家具有开发水电的较长历史和

成熟经验ꎬ 在能源转型时代更对大型水电站寄予厚望ꎮ 在非盟提出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行动计划中ꎬ 唯一提及的能源项目就是大英加水电项目ꎬ
强调该项目所创造的 ４ ３ 万兆瓦发电量及标杆效应将 “有助于确保所有非洲

人获得清洁和可负担的电力”④ꎻ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ＰＩＤＡ) 规划在

２０４０ 年以前实施 ２０ 个、 总装机容量超过 ５ ４ 亿千瓦的水电项目ꎮ 随着技术的

７５

①

②

③
④

«莫桑比克能源基金推出可再生能源项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ｃａｕｈｕｂ ｃｏｍ ｍｏ / ｚｈ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９ / ｐｔ －
ｆｕｎｄｏ － ｄｅ － ｅｎｅｒｇｉａ － ｄｅ － ｍｏｃａｍｂｉｑｕｅ － 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ｓ － ｄｅ － ｅｎｅｒｇｉａｓ － ｒｅｎｏｖａｖｅｉ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姚喆、 刘琴: «多边开发银行群聚埃及 “光谷”»ꎬ 载中外对话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ｈｏｗ / ｓｉｎｇｌｅ / ｃｈ / １０１１５ － ＡＩＩＢ － ｉｎｖｅｓｔｓ － ｉｎ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ｓｏｌａｒ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刘振亚著: «全球能源互联网»ꎬ 中国电力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１ ~ ３２ 页ꎮ
大英加水电项目位于刚果 (金) 下刚果省的英加地区ꎬ 该项目的一期、 二期水电站在西方国

家支持下于 １９７２、 １９８２ 年建成投运ꎬ 目前各方推动建设的是该项目的三期水电站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 Ｙｅａ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６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ｐａｄ ｏｒｇ / ａｇｅｎｄａ － ２０６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ｇｅｎｄａ － ２０６３ － ｆｉｒｓｔ － ｔｅｎ － ｙｅａｒ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 ０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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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成熟ꎬ 不少国家也启动了大型光伏电站、 风电基地的建设ꎬ 并取得诸多

突破性进展ꎮ
(三) 在能源输送上ꎬ 加快电网建设

无论在非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ꎬ 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带 (如沙漠、 高

山、 海岸或利于水电开发的峡谷) 大多距离电力负荷中心较远ꎬ 清洁能源在

集中式开发后需要通过电网外送ꎬ 而电网薄弱是制约非洲电力开发的主要瓶

颈ꎮ 目前ꎬ “４８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共拥有输电线路 １１２ １９６ 公里ꎬ 不及

巴西一国的输电线路总长度 (１２５ ６４０ 公里)”①ꎬ 而且各国电网普遍存在覆盖

范围小、 输送能力弱、 电能损耗率高、 供电可靠性低的问题ꎬ 一些国家甚至

没有高压输电线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 非洲大多数清洁能源基地都需配套建设较

长距离的输电线ꎬ 例如ꎬ 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风电基地为了连接该国国家电网ꎬ
专门建设了长达 ４２８ 公里的 ４００ 千伏送出线路ꎮ 一些观察者认为非洲国家虽然

底子薄ꎬ 但在电网领域可以实现 “蛙跳式” 发展ꎬ 即通过引进先进技术ꎬ 不必

经历技术的中间阶段ꎬ 一步到位地建设适应清洁能源发电特性的电网系统ꎮ 另

外ꎬ 对于大量分布式项目而言ꎬ 也存在建设村落或社区层面的微电网的任务ꎮ
(四) 在转型动能上ꎬ 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 有迫切的用能需求ꎬ 但需求的有限

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ꎮ 例如ꎬ 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的

开发计划ꎬ 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ꎬ 其原因是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ꎬ 高载

能产业较少ꎬ 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ꎮ 再如ꎬ 不少域外

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ꎬ 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

用电ꎬ 但农民习惯的传统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ꎬ 收入水平依旧微薄ꎬ 很多

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ꎬ 最终只能报废ꎮ
在与非洲能源行业决策者、 专家的交流中ꎬ 笔者深刻感受到他们对于转

型动能的强调ꎬ 即无论开发大基地、 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ꎬ 行动的一个前提

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的用能需求ꎬ 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

付意愿和支付能力ꎮ 换言之ꎬ 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发展必须联动发展、
相互支持ꎮ② 东南非共同市场能源经济专家切勒西在与笔者交流时表示ꎬ “如

８５

①
②

国庆、 马莉: «电网联接非洲»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本文使用了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现代产业ꎬ 旨在表明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电力需求较大的

工业ꎬ 也包含各种基于现代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农业、 商业、 旅游业、 物流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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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电力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ꎬ 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ꎬ 其受益

性有限ꎻ 将电气化推广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ꎬ 是吸引能源领域投资的必要途

径ꎮ” 产业间联动的思路与行动在非洲不断涌现: 几内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

等国在开发大型水电项目时ꎬ 提前谋划如何优先服务本国矿产业、 冶金业ꎬ
配套建设电网工程ꎬ 从而保障和提升电力消纳市场的规模ꎻ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 非盟在多国推广农村微型水力发电系统ꎬ 打造清洁能源开发、 机械化生

产、 农产品加工、 农业电商平台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体系ꎬ 实现能源转型与创

造经济机会的双重目标ꎻ①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等国政府依托不断壮大的旅

游业推广分布式光伏ꎬ 取得了产业双赢的积极效果ꎮ 域外国家也充分肯定与

践行联动发展思路ꎬ 如第二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提到: “创新中非资

源能源合作模式ꎬ 扩大能矿领域全产业链合作”②ꎮ

三　 非洲能源转型的阶段性进展

近十余年来ꎬ 非洲能源转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ꎬ 为持续深入的系统变革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一) 转型促进政策接连出台

很多非洲国家制定了跨越式的转型路线图ꎮ 例如ꎬ 肯尼亚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

实现全民通电ꎬ ２０３０ 年实现 １００％ 清洁能源供电的目标ꎻ 南非作为全球主要

的煤电国之一ꎬ 计划将煤电装机容量的占比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３％ 降低到 ２０３０ 年

的 ４８％ ꎬ 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在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３１％ 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

目标ꎻ 卢旺达和尼日尔等国设立了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 １００％清洁能源供电的目标ꎮ
部分非洲国家还出台了世界普遍采用的产业扶持政策ꎬ 包括上网电价补

贴、 净电量结算、 优化项目审批流程、 对进口清洁能源装备免税或减税等ꎮ
一些政策发挥出立竿见影的效果ꎬ 例如ꎬ 赞比亚政府为农村地区中小型清洁

能源项目推出了专门的上网电价补贴计划ꎬ 由于补贴计划的激励ꎬ 该国 ２０１９

９５

①

②

笔者在几内亚的调研也印证了这点ꎬ 据当地官员介绍ꎬ 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民以前仅把援

助所得的光伏设施用于照明、 观看电视ꎬ 但现在一些农民由于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利用手机上的

电商平台直销产品ꎬ 开始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愿意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ꎮ 由此可见ꎬ 现

代农业、 电信业的发展都在加速当地的清洁能源推广ꎮ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５ / ｃ ＿

１１１７３６３２７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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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４ 月的一个太阳能招标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 ３ ９９９ 美分ꎬ 创下撒哈拉以南

非洲此类项目的最低电价记录ꎮ 再如ꎬ 肯尼亚政府于 ２０１４ 年取消所有太阳能

进口设备的增值税ꎬ 迅速提振了市场需求ꎬ 该国太阳能装机容量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五年间仅增长 ７ 兆瓦ꎬ 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期间增长了 ７６ 兆瓦ꎮ① 另外ꎬ 随

着清洁能源开发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ꎬ 至少 １５ 个非洲国家已经采取清洁能

源竞拍机制ꎬ 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ꎮ 南非是最早采取竞拍机制的国家ꎬ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推出了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 (ＲＥＩＰＰＰ)ꎬ 发电企

业通过价格竞标入围后ꎬ 可与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Ｅｓｋｏｍ) 签订为期 ２０ 年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协议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该机制已进行数轮招标ꎬ 涉及

６ ４２８ 兆瓦的装机容量ꎮ②

(二) 清洁能源的开发规模迅速扩大

从关键指标上看ꎬ 非洲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保持较快增长ꎬ 水

电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清洁能源ꎬ 太阳能和风能展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见
表 １)ꎮ 按照目前趋势ꎬ 国际能源署预测光伏将成为非洲最主要的电力来源ꎬ
“２０１９ ~ ２０４０ 年ꎬ 非洲每年会保持 ５ 吉瓦的新增电力装机ꎬ 其中光伏占到

４０％的规模”③ꎮ
各国的标杆性项目稳步推进ꎬ 规模屡创新高ꎮ 埃及本班光伏项目耗资 ４０

亿美元ꎬ 装机容量达 ２ ０００ 兆瓦ꎬ 这一世界级太阳能基地将帮助埃及在 ２０２２
年实现国内 ２０％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ꎮ 摩洛哥努奥太阳能电站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完成了第三期项目的建设ꎬ 装机容量达 ５１０ 兆瓦ꎬ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

热发电综合体项目ꎮ 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风电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投运) 和奥

尔卡里亚地热发电厂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完成新一轮的扩建) 均实现了非洲同类

型项目的最大发电能力ꎮ 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是目前非洲在建的最大水电

项目ꎬ 设计装机容量为 ６ ０００ 兆瓦ꎬ 大坝主体部分已近完工ꎬ 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开始第二轮蓄水ꎬ 两台机组即将投运ꎮ 西非地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几内

亚的苏阿皮蒂项目于 ２０２０ 年底成功并网发电ꎮ

０６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 年肯尼亚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为 １７ 兆瓦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９３ 兆瓦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ꎬ ｐ ４０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合作

及投融资»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ｄ７ｆｄ１ / １８５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３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ｎｅｒｇｙ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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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非洲清洁能源的开发规模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年)

类别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清洁能源装机规模 (吉瓦)

水电 ２５ ９ ３７ ３

风能 ０ ７ ６ ５

太阳能 ０ １ １０ ６

生物能 ０ ９ １ ７

地热能 ０ ２ ０ ８

合计 ２７ ８ ５６ ９

清洁能源发电量 (太瓦时)

水电 １０９ １４２ ６

非水清洁能源 ２ ４２ ３

合计 １１１ １８４ ９
　 资料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ｒｅｎ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Ａｕｇ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ꎻ 英国石
油公司: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ꎮ

(三) 电网规划与建设显著推进

具体的进展表现在: 第一ꎬ 大型输电工程建设稳步推进ꎬ 满足清洁能源

发电并网、 资源跨国配置的需求ꎮ 例如ꎬ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 ５００ 千伏输变

电工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竣工ꎬ 该项目总投资 １４ ５８ 亿美元ꎬ 工程线路全长

１ ３３８千米ꎬ 输送能力达 ６００ 万千瓦ꎬ 未来将作为该水电站的送出工程ꎮ 再如ꎬ
几内亚为了出口本国富余的水电资源ꎬ 与周边邻国正在共同建设冈比亚河流

域 (ＯＭＶＧ)、 “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 (ＣＬＳＧ)、 “几内

亚—马里” 三个大型跨国电网工程ꎬ 线路长度合计 ３ ７００ 余公里ꎬ 使几内亚的

清洁水电能够输送到西非七国ꎬ 所有项目有望在 ２０２１ 年投入运营ꎮ 第二ꎬ 非

盟积极策划非洲内部的互联工程与电力市场建设ꎮ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确定了 １３ 个待建的跨国电网项目ꎬ 目前各方正围绕这些项目开展前期的规划、
融资工作ꎮ 非盟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宣布启动建设非洲单一电力市场 (ＡｆＳＥＭ)ꎬ 计

划 ２０４０ 年建成全球最大的区域电网、 最大的跨国电力交易系统ꎮ 第三ꎬ 跨洲

电网成为北非电力领域的投资新热点ꎮ 摩洛哥在开发多个大型太阳能项目后

迅速从电力进口国变为电力出口国ꎬ 自 ２０１８ 年起依托现有的跨国电网向西班

牙出口电力ꎬ 并计划建设新的线路扩大对欧洲的出口ꎮ 埃及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与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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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签署 ２ ０００ 兆瓦海底高压直流电缆的开发协议ꎬ 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启动

“埃及—沙特阿拉伯” 跨国电网项目的国际招标ꎬ 一系列动作都服务于该国出

口太阳能电力、 打造亚欧非能源枢纽的目标ꎻ 突尼斯政府积极推动欧非联网

项目ꎬ 希望将自身富余的太阳能电力出口到意大利、 马耳他等国ꎮ 第四ꎬ 微

电网发展迅速ꎮ 在全球 ７ ５００ 个正在开发的系统中ꎬ 非洲占 ４ ０００ 个ꎬ 集中在

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 马里等国ꎮ①

(四) 商业模式持续创新

大型项目日益吸引多方国际参与ꎬ 由此能够汇聚广泛的资金来源ꎮ 埃及

本班光伏项目采取 “产业园开发” 模式ꎬ 即埃及政府将 ３７ ３ 平方公里的规划

用地划分为 ４１ 个大小不一的区块ꎬ 由国有的埃及电力控股公司承担园区的公

路建设、 后勤保障等方面工作ꎻ 通过全球招标ꎬ 来自 １２ 个国家的 ３８ 个开发

商中标了这些区块ꎬ 各自负责区块内的规划、 融资和建设ꎻ 最后ꎬ 园内光伏

项目产生的电力将在 ２５ 年购电协议期内按照协定价格全部出售给埃及电力控

股公司ꎮ 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投资东道国的开发压力ꎬ 弥补了其在

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短板ꎮ 本班光伏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了世界银行及其下

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 非洲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 ２０ 余家全球大型政策性或商业金融机构ꎬ 如果仅靠单一

或少量开发商ꎬ 很难想象把如此多的资本力量聚集到一个基建项目上ꎮ
在家用太阳能设备领域ꎬ 非洲各国兴起了 “即付即用” (Ｐａｙ － Ａｓ － Ｙｏｕ －

Ｇｏ) 商业模式ꎮ 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ꎬ 用户只需支付少量预付款即

可获得设备ꎬ 然后按月或周支付余款ꎮ 例如ꎬ 在肯尼亚ꎬ 民众如要购买 “移
动借贷” (Ｍ － ＫＯＰＡ) 公司标价 ２４０ 美元的太阳能面板ꎬ 先支付 ３５ 美元就可

获得设备、 通上电力ꎬ 如果按 ０ ４５ 美元 /天的租金持续缴费一年ꎬ 便可获得

整套设备ꎬ 分摊之后的用电成本比使用传统煤油灯还要便宜ꎮ② 这种由租赁到

产权的付款模式充分照顾了收入水平较低、 收入波动较大的农村居民ꎮ 其二ꎬ
各家公司推出灵活搭配的产品套餐ꎬ 促进 “家电下乡”ꎮ 例如ꎬ “移动借贷”

２６

①

②

Ｊｏｓé Ｒｏｊｏ Ｍａｒｔí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ｏｓ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Ｓｏｌａｒ － ｐｌｕｓ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ｅｅ ４９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ｓ ｂｙ ２０３０”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Ｎｅｗ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ｃｏｓｔ －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 ｉｎ － ｓｏｌａｒ － ｐｌｕｓ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ｃｏｕｌｄ － ｓｅｅ － ４９０ － ｍｉｌｌｉｏｎ － ｒｅｌｙｉｎ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肯尼亚: 用手机买太阳能»ꎬ 载索比光伏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ｓｏｌａｒｂ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１ / １９１０８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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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出了 “太阳能 ＋ １６ 英寸电视” 的套餐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已在东非地

区销售 １０ 万套ꎻ 盒子公司 (ＢＢＯＸＸ) 推出的套餐包含了多款节能家电ꎬ 如剃

须刀、 智能手机和 １１ 瓦功率的 ２４ 英寸电视机等ꎮ 其三ꎬ 依托非洲快速发展

的移动通信市场ꎬ 普遍采用手机转账的支付形式ꎬ 既便利也保障了买卖双方ꎮ
其四ꎬ 初步实现远程监控与用户跟踪ꎮ 盒子公司通过 “２Ｇ” 蜂窝网络的远程

连接ꎬ 可以获得太阳能设备使用后的性能数据ꎬ 让运维团队能在设备即将报

废或出现故障时主动与用户联系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即付即用” 模式已进入非

洲 ２８ 个国家ꎬ 并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ꎬ 如 “移动借贷” 公司为肯尼亚、 乌干

达和坦桑尼亚 ５０ 多万户家庭提供了电力ꎻ 莫比索尔公司 (Ｍｏｂｉｓｏｌ) 在坦桑尼

亚、 卢旺达安装 ８ ５ 万个太阳能供电单位ꎻ①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下

半年ꎬ “即付即用” 模式的销量占全球离网太阳能市场收入的 ６２％ ꎬ 其中大

部分来自于非洲地区ꎮ② 这一模式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ꎬ 它使清洁能源产品

在非洲逐渐告别 “人道主义产品” 的标签ꎬ 缺电的居民们可以不再倚赖政府

或国际社会的援助ꎬ 通过市场化手段、 发扬自食其力的精神去获得清洁电力ꎬ
并在这种创新型实践中拓展生产生活的更多可能ꎮ

一些小型项目通过众筹融资寻求全球的、 大众的财力支持ꎮ 德国最大的

能源领域众筹平台 (Ｂｅｔｔｅｒｖｅｓｔ) 在非洲已成功实施多个融资项目ꎬ 如帮助埃

塞俄比亚建成了首座将咖啡作物残渣改造为生物燃料的工厂ꎬ 为尼日利亚太

阳能微电网项目筹资等ꎮ 在南非ꎬ 至少已有 ７ 个分布式光伏项目通过众筹获

得建设资金ꎬ 而且有项目开始探索采用最新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ꎮ
(五) 国际援助与支持不断流入

非洲能源转型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发展事务ꎬ 有研究显示ꎬ 全球超过

６０ 个国际发展合作机制 (或倡议) 专门关注此议题ꎮ③ 这些机制的发起单位

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联合国、 非盟、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ꎬ 如非

盟主要通过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两个政策平

３６

①

②

③

Ｒａｃｈｅｌ Ｎｕｗｅｒꎬ “Ｒｕｒａｌ Ｒｗａｎｄａ ｉ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ｄｅａ”ꎬ ＢＢ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ｆｕｔｕｒ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 ｒｕｒａｌ － ｒｗａｎｄａ － ｉｓ － ｈｏｍｅ － ｔｏ － ａ －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ｎｅｗ － ｓｏｌａｒ － ｐｏｗｅｒ － ｉｄｅａ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Ｐａｙｇ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ꎬ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ａｙｇｏ － 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Ｈａｆｎｅｒꎬ Ｓｉｍｏｎｅ Ｔａｇｌｉａｐｉｅｔｒａ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ｄｅ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Ｏｐｅ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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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ꎬ 为清洁能源开发项目争取投资来源ꎻ 二是域外国家ꎬ 如美国从奥巴马时

期开始实施的 “电力非洲” 计划、 英国发起的 “能源非洲运动” 等ꎻ 三是国

际金融机构ꎬ 如世界银行发起的 “非洲可再生能源与接入项目”、 非洲开发银

行的 “沙漠电力倡议” 等ꎮ 这些机制的功能集中在政策咨询、 技术援助、 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三方面ꎬ 对能源转型进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例如ꎬ 欧

盟发起的 “欧非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ꎬ 曾资助和指导塞内加尔、 冈比亚、 肯

尼亚等国建立清洁能源领域的监管制度ꎻ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 为区域内

１０４ 个清洁电力、 电网项目争取到 ３０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ꎻ① 全球能源互联网

发展合作组织发布了 «非洲能源互联网规划研究» «刚果河水电开发与外送研

究» 等研究成果ꎬ 为非洲电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尽管非洲能源转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ꎬ 但不同国家的转

型进程仍存在明显差异ꎮ 有些国家基本实现以清洁能源为主的电力结构ꎬ 如

刚果 (金)、 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克等国 ８０％ 以上的电力来自水电ꎻ 有些国

家的能源系统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格局性变化ꎬ 如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ꎬ 肯尼亚石油

发电量在该国总发电量的占比从 ４５％降低到 １１ ３％ ꎬ 同期清洁能源的发电占

比从 ５５％上升为 ８８ ７％ ꎮ② 但是ꎬ 有些国家的能源清洁化程度不升反降ꎬ 更

加依赖油气能源ꎬ 如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ꎬ 尼日利亚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从 ３３％降

为 ２１ ６％ ꎻ③ 有些国家提出宏伟的转型目标ꎬ 但缺乏相应行动ꎬ 如坦桑尼亚

提出了 ２０５０ 年实现 １００％清洁能源供电的目标ꎬ 但该国目前规划的大型电站

仍全部为燃油电厂、 燃气电厂ꎮ

四　 非洲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

非洲的能源转型进程既受制于能源领域的既有困境ꎬ 也遭遇到权力失衡

的决策系统、 剧烈变化的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阻滞ꎬ 需要各方给予关注并

探寻治理之道ꎮ

４６

①

②

③

资金来源为欧盟、 法国和德国ꎬ 三方将分别为 ４３ 个、 ３６ 个、 ２５ 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ꎮ 参见

«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 董事会批准 １０４ 个电力项目、 累计金额 ３０ 亿欧元»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９０６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２８７４１４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

参见国际能源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９ꎮ

同上ꎮ



非洲能源转型的内涵、 进展与挑战　

(一) 体制困境

非洲多国的能源电力体制可谓 “积弊丛生”ꎬ 维持生存都已经不易ꎬ 推动

转型更加困难ꎮ ２０１６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仅乌干达和塞

舌尔两国的国有电力公司能够实现自负盈亏ꎬ 其他国家的此类公司均处于入

不敷出或 “准财政赤字” 状态ꎬ 高度依赖公共财政的扶持ꎮ① 造成这种情况

的主要原因是: 一些非洲国家当政者习惯把电力行业作为恩庇政治或政治酬

庸的工具ꎬ 无足够动力推动电力行业的有效竞争与监管ꎬ 很多国有电力公司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员超编、 成本虚高、 腐败、 电费征收不力、 偷电等问题ꎮ
即使有些国家采取了促进清洁能源的政策ꎬ 现有的生产经营体制也不利于市

场化的投资引入与技术引进ꎬ 在执行层面经常草率行事、 弄巧成拙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３ 年ꎬ 加纳政府为清洁能源项目推出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ꎬ 但没有明确补

贴计算标准、 发放程序等细节ꎬ 反倒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ꎻ 塞内加尔政

府对清洁能源设备进口实施免税ꎬ 但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困难重重ꎬ 需

要历经复杂流程去获得内阁签发的免税信ꎮ
一些非洲国家的能源电力体制高度依赖煤油气资源ꎬ 在转型时代不可避

免会出现制度性的 “路径依赖”ꎬ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南非ꎮ 南非经济的一大

支柱是 “煤炭 ＋电力” 的产业复合体ꎬ 行业主导者是拥有绝对垄断地位的国

家电力公司ꎮ② 在南非能源部推出 “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
后ꎬ 国家电力公司多次拖延或拒绝购买来自该计划独立发电商的清洁电力ꎬ
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国家电力公司倾向于优先消化自有电站的发电量ꎬ 尤

其维护火电产业的利益格局ꎻ 二是现有的电网系统不能承载大量清洁能源的

发电并网ꎬ 该公司以 “保证电力系统稳定” 为理由拒绝采购ꎬ 但也未见其加

速电网系统的升级改造ꎻ 三是清洁能源发电成本比火电高ꎬ 采购价格自然也

高ꎬ 缺乏经济上的吸引力ꎮ 以上情况均显示出能源转型要在一个维护传统能

源的生产体制内发展是多么艰难ꎮ

５６

①

②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Ｈａｆｎｅｒꎬ Ｓｉｍｏｎｅ Ｔａｇｌｉａｐｉｅｔｒａ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ｄｅ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ｐ ８０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是非洲最大的电力生产和销售企业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底ꎬ 拥有 ３０ 座电站

和全国输配电网ꎬ 供应南非 ９０％ 以上的电力ꎮ 其中ꎬ 煤电的装机容量占到该公司发电装机容量的

８２％ꎮ Ｓｅｅ Ｅｓｋｏｍꎬ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ｋｏｍ ｃｏ ｚａ / 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ｇ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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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融资困境

非洲要实现能源现代化、 低碳化两大目标ꎬ 必然出现规模庞大的资金需

求: “作为拥有全球 １７％人口的大洲ꎬ 非洲只占全球电力投资总额的 ４％ ꎻ 如

果要在非洲实现充足的电力供应ꎬ 投资额几乎需要增加 ４ 倍ꎮ”① 如要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完全通电的目标ꎬ 意味着这一区域每年需投资 ７００ 亿

美元在电力部门ꎮ② 显然ꎬ 非洲有限的经济实力很难支撑起这样的需求ꎬ 大型

清洁能源项目总是耗费最多时间在融资环节ꎬ 如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风电项目

花费 ９ 年时间才完成融资目标ꎬ 埃塞俄比亚的科贝蒂地热项目融资用时 ７ 年ꎬ
而更多项目由于资金原因只能长期停留在招商引资的名单上ꎮ

造成非洲国家能源项目融资困难的原因在于: 第一ꎬ 非洲各国政府对化

石能源给予政策倾斜支持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非洲能源领域投资约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其

中的 ７００ 亿美元投资于化石燃料ꎬ ２６０ 亿美元投资于清洁能源、 电网工程ꎮ③

基于能源消费惯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ꎬ 这种厚此薄彼的投资结构在短期

内还难以改变ꎮ 第二ꎬ 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财力有限ꎬ 无力也不愿为大型清洁

能源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或主权担保ꎮ 例如ꎬ 刚果 (布) 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完成了

穆库库鲁水电站、 布昂扎地区电网升级项目的招投标工作ꎬ 但由于政府身陷

债务困境ꎬ 无法投入公共资金启动项目建设ꎮ④ 再如ꎬ 刚果 (金) 大英加三

期水电站的开发成本预计为 １８０ 亿美元ꎬ 但刚果 (金) 政府明确表示自己不

会为该项目借一分钱ꎬ 将由获得特许开发权的公司自行承担融资重任ꎮ 第三ꎬ
非洲本地的融资成本过高ꎮ ２０１８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借贷利率平均为

１０ ８９％ ꎬ 最高的两国是坦桑尼亚 (１７ ５％ ) 和加纳 (１７％ )ꎮ⑤ 研究表明高

昂的贷款利率构成了加纳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ꎮ⑥ 第四ꎬ 国际投资者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６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Ｈａｆｎｅｒꎬ Ｓｉｍｏｎｅ Ｔａｇｌｉａｐｉｅｔｒａꎬ Ｌｕｃｉａ ｄｅ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ｐ ７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与评判ꎬ ２０１９ 年ꎬ 刚果 (布) 位列撒哈拉以南非洲 ７ 个陷入

“债务困境” 中的国家ꎬ 到期本息债务已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 ３ 倍ꎮ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地区经

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不确定性»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Ｏ /
ＳＳＡ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１ / ｓｒｅｏ１０１９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

«坦桑尼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贷款利率最高»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８２１３５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ꎮ

Ｓｅｅ Ｍｕｄａｓｉｒｕ Ｍａｈａｍａꎬ Ｎａｎａ Ｓａｒｆｏ Ａｇｙｅｍａｎｇ Ｄｅｒｋｙｉ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ｂｕｚｏ Ｍａｄｕｋａ Ｎｗａｂｕｅ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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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营商环境的畏怯ꎬ 这是非洲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共同难题ꎮ 另外ꎬ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有限ꎬ 且对投资项目有严苛的筛选

要求ꎮ
(三) 人才困境

能源转型的顺利开展倚赖于数量充足、 技能合格的产业人才ꎬ 但非洲国

家则存在这方面的明显短板: 第一ꎬ 缺乏清洁能源设备的组装和维修人员ꎮ
非洲国家目前使用的清洁能源设备主要来自进口ꎬ 但当设备出现故障或需要

维护时ꎬ 往往无法在当地找到合格的技术工人ꎬ 进而限制了消费者购买、 使

用此类产品的意愿ꎮ 例如ꎬ 在马拉维ꎬ 由于当地经销商不能为太阳能家用设

备提供保修服务ꎬ 消费者在遭遇产品质量问题时只能自吞苦果ꎮ 第二ꎬ 缺乏

能源资源领域、 电力规划领域的技术人才ꎬ 导致一些国家无法对本国资源开

展系统性的普查与规划ꎮ 例如ꎬ 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其实在小水电开发上具有

相当大潜力ꎬ 但由于两国政府无法搜集准确数据ꎬ 从而阻碍了这一领域的发

展ꎮ 第三ꎬ 缺乏清洁能源领域的教育资源和培训项目ꎮ 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能

源转型产生的就业效应在非洲完全没有展现ꎬ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ＩＲＥＮＡ)
估计ꎬ ２０１６ 年全球清洁能源部门创造了近 １ ０００ 万个工作岗位ꎬ 而非洲仅有

６ ２ 万个ꎬ 且其中近一半的工作在南非ꎬ １ / ４ 在北非国家ꎮ①

(四) 决策困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ꎬ 能源转型的决策涉及权力的塑造与分配ꎬ 即能源领

域的话语权力、 机制权力和物质权力会面临新的冲击与重构ꎬ 这一过程会使

人群、 机构和资源形成各种新的特定关系与发展趋势ꎮ② 目前ꎬ 非洲能源转型

的决策系统存在多个层面的权力失衡ꎬ 对转型的速度、 质量与可持续性造成

不利影响ꎮ
第一ꎬ 国际层面存在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失衡ꎮ 在非洲ꎬ “殖

７６

①

②

Ｓｅｅ Ｍｏｕｓｔａｐｈａ Ｋａｍａｌ Ｇｕｅｙ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ｔｓｄ
ｏｒｇ / ｂｒｉｄｇｅｓ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ｄｇｅ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ｎｅｗ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２％ ８０％ ９９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ａｎｄ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ｆｏｒ － ｄｅｃ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ｕｓ Ｐｏｗｅｒꎬ Ｐｅｔｅｒ Ｎｅ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ｕｃｙ Ｂａｋｅｒｅｔ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３ꎻ Ｈｅｌｅｎｅ Ａｈｌｂｏｒ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ｊｏｓｔｅｄｔꎬ “Ｓｍａｌｌ － ｓｃ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ｃｉｏ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民时代的遗产和西方在经济、 政治议程上的霸权地位仍然塑造着能源短缺国

家的转型可能性”①ꎮ 一些前殖民宗主国实质控制某些非洲国家的能源电力行

业ꎬ 防范第三国以投资或援助的方式打破其主导的利益格局ꎬ 无形中增加了

非洲国家转型的难度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ꎬ 法国电力公司 (ＥＤＦ) 以高于中资企

业 １ / ３ 的报价中标喀麦隆的纳科提加水电站ꎬ 该项目的预期成本被抬高到 １２
亿欧元ꎮ 西方国家在对非援助上有时自行其是ꎬ 不顾非洲国家的意愿与诉求ꎮ
例如ꎬ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 机制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曾推出首批清洁能源项目

的资助名单ꎬ 但入选的 １９ 个项目全部由出资方欧盟委员会、 法国选定ꎬ 此举

遭到了非洲社会和国际舆论的谴责ꎬ 非盟为该机制设立的独立审查小组组长

以辞职表示抗议ꎮ② 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以所谓 “非洲民众缺乏国际交流能

力” 为由ꎬ 积极充当政治掮客ꎬ 表面上为非洲国家能源转型四处奔走、 争取

援助ꎬ 实则只为抽取提成、 赚取利益ꎮ 斯梅特 (Ｓｉｍｍｅｔ) 的一篇文章揭示了

这一类组织在塞内加尔如何形成 “雷声大、 雨点小” 的情势ꎮ 非洲当地居民

表示ꎬ 西方非政府组织虽熟悉申请国际援助、 策划项目的流程ꎬ 行动效率比

政府更快ꎬ 但他们 “只会把很少的钱留在项目实施上”③ꎮ
第二ꎬ 国内层面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失衡ꎮ 大多数国家的中

央政府完全包办转型事务ꎬ 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基本的话语权与治理

意识ꎮ 例如ꎬ 莫桑比克政府 “始终以集中式方式推广离网的清洁能源ꎬ 大多

数的决定都是在马普托的办公室里做出的ꎬ 这种供给模式虽然成功拓展了能

源服务的地域范围ꎬ 但缺乏与地方的磋商及对它们的能力培养”④ꎮ 一个典型

案例是比利时向莫桑比克的一个农村援助了太阳能微型电网系统ꎬ 尽管村庄

居民希望电网工程能覆盖全村、 实现最佳效益ꎬ 但国家的电力决策机构仅批

８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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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之后调整了该计划的决策模式ꎬ 增加了非洲国家的决定权ꎬ 但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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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了连接村庄公共设施的方案ꎬ 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ꎮ 再如ꎬ 一些研究

人员考察了加纳、 乌干达和南非多地的地方政府ꎬ 发现多数地方官员不关注、
不推动能源转型ꎬ 认为这一事务并非他们的职权ꎬ 也超出他们能力范围ꎮ① 这

种权力的失衡主要由于中央政府一般不愿在能源事务上分权、 分利给地方ꎬ
造成的后果是不少国家的转型缺乏牢固的民意基础与可靠的执行力量ꎬ 一些

中央层面的政策无法落实到位ꎮ
第三ꎬ 社会层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ꎬ 集中表现为乡村妇女在家庭用能

事务上的失声ꎮ 在非洲农村ꎬ “能源” “电力” 被视作 “男人们的事务”ꎬ 女

性通常被排除在此类议题的公共讨论或家庭决策之外ꎮ 上述情况直接造成了

乡村能源转型的滞后发展ꎮ 学者芬格尔顿 (Ｆ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对肯尼亚农村的研究

显示: 男性整日在外工作ꎬ 不必过多操心家庭烹饪、 子女教育ꎬ 所以他们宁

愿购买电视机来娱乐ꎬ 也不愿购买电力的烹饪炊具或扩大家庭用电规模ꎻ 而

女性由于缺乏话语权和财权ꎬ 只能继续承担使用落后生物燃料的后果ꎮ② 女性

话语权的缺失也使一些设备的推广遭遇碰壁ꎬ 例如ꎬ 一些域外国家生产的太

阳能炊具始终打不开非洲国家市场ꎬ 部分原因是生产商不了解非洲家庭人口

多、 饭量需求大的情况ꎬ 产品的尺寸和耐用性未能达到女性消费者的要求ꎻ
在莫桑比克的农村ꎬ 家庭主妇们较少使用电力炊具ꎬ 理由包括喜欢木炭烹饪

后食物所拥有的 “柴火味”ꎬ 及不愿改变在户外开敞空间与邻居共同生火做饭

的社交习惯ꎻ③ 在肯尼亚、 尼日利亚ꎬ 农村妇女习惯入夜后做晚饭ꎬ 对太阳能

灶不感兴趣ꎮ 上述情况虽不能全面体现农村地区太阳能炊具无法畅行非洲国

家的原因ꎬ 却从一个视角表明能源转型需要纳入必要的性别视角与人文关怀ꎮ
(五) 自然和社会困境

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ꎬ 非洲相当多的国家、 人口遭受干旱灾害日益频发

的恶劣影响ꎮ 近年来ꎬ 干旱造成非洲各地的江河流量、 湖泊水位、 水库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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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ꎬ 多个大型水电站都出现水量危机ꎬ 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电力短缺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 加纳最大的发电厂阿克松博水电站连续两年都以最低

水位运行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肯尼亚由于干旱气候不得不关闭多个水电站ꎬ 松杜

(Ｓｏｎｄｕ Ｍｉｒｉｕ) 水力发电站的发电量只能达到设计容量的 １ / ８ꎮ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多个水电站因为水量过小而停止发电ꎬ 引发停电危机ꎮ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减少或终止对水电的投资ꎬ 如肯尼亚的能源

战略强调要把投资重点从易受气候影响的水电转移到天然气和地热发电ꎬ 阿

尔及利亚计划停止新建水电项目ꎬ 将国家有限的水资源用于保障灌溉与供水需

求ꎮ 上述状况也凸显了水电开发在全球变暖状况下面临的尴尬ꎬ 其本应是能源

领域实施清洁替代的主力手段ꎬ 却 “胎死腹中”ꎬ 先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ꎮ
大型水电项目成为非洲不少社会组织 (尤其是环保团体、 原住民团体)

的攻击对象ꎬ 项目审批常遭遇较大的社会阻力ꎮ 很多水电反对者一味夸大、
扭曲水电开发产生的不利影响ꎬ 重复使用一些早已澄清的技术偏见混淆视听ꎬ
宣扬 “宁肯不要电ꎬ 也不要水电站” 的主张ꎮ 在他们看来ꎬ 大型水电项目是

一种落后的开发模式ꎬ 是对自然界的粗暴破坏和对项目所在地居民的土地剥

削ꎮ② 另外ꎬ 一些西方国家在非的利益团体出于战略利益、 产业利益ꎬ 一味引

导非洲国家发展分布式清洁能源ꎬ 支持反水电的立场与行动ꎬ 全然不顾非洲

国家亟需大量电力供应的现实需求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 一些拟建项目的落地十

分困难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批评斯蒂格勒峡水电站

的环境评估报告 “极其荒谬ꎬ 根本不想让该项目实施”ꎮ 该报告建议整个开发

区域内不能建设厕所ꎬ 厕所须建在项目十公里外的地方ꎬ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ꎻ
进入工地的所有材料必须受到严格监视ꎻ 如果有车或其他机械在工地坏了ꎬ
必须要运到其他地方维修ꎮ 马古富力要求报告的起草者 “为坦桑人民的利益

服务ꎬ 而不是站在阻碍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一线”ꎮ③

综上ꎬ 非洲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ꎬ 表现为意愿与能力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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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对斯蒂格勒峡水电站环境评估报告予以驳斥»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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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能源转型的内涵、 进展与挑战　

盾、 资金短缺的掣肘、 同外部合作方的利益协调等诸多问题ꎬ 但基于绿色发

展观ꎬ 非洲国家需要发挥在能源转型中的主导性作用、 破解资金困境这一核

心问题ꎬ 与国际社会合力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五　 结语

本文探讨了非洲能源转型的内涵、 进展与挑战ꎬ 展示了非洲国家在追求

资源开发、 技术进步、 商业创新、 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力与潜力ꎬ 也揭示了能

源转型在非洲面临的严峻阻碍ꎮ 非洲并没有在这场世界规模的能源革命中

“掉队”ꎬ 但仍面临与其他地区的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的风险ꎮ 对非洲各国而言ꎬ
未来行动的一个关键是抓住全球碳中和的发展机遇ꎬ 加快清洁能源治理体系

的建设ꎬ 构建遵循能源发展规律、 鼓励商业投资、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制

度环境ꎬ 促使能源转型这个发展重点真正成为非洲的全民运动与投资热点ꎮ
非洲国家的能源转型需要自身的动能驱动ꎬ 也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合作ꎮ

作为非洲新能源开发利用的外部合作伙伴之一ꎬ 中国一贯是非洲能源转型的

积极参与者、 建设者和贡献者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合作ꎬ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表示: “中国愿同非洲加强在

应对气候变化、 应用清洁能源等生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ꎮ”① 峰会通过的 «北
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指出: “中方将支持可再生能源ꎬ 主要是太阳

能在非洲的发展ꎬ 支持使用蓄电池和完善电网ꎮ”② 这些政策宣示发挥了战略

引导作用ꎬ 指明了双方的合作方向与行动重点ꎮ 中国能源企业已经深入参与

非洲能源转型的进程ꎬ 承建了非洲大量清洁能源项目ꎮ 据国际能源署测算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承建项目的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中 ５６％
是可再生能源资源ꎬ 其中水电占比为 ４９％ ꎬ 同期中国企业在该区域还承建了

至少 ２ ８ 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ꎮ③ 另外ꎬ 中国支持非洲能源领域的能力建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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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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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２０１５ 年设立的 “中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目” 持续开展人员培训、 示

范项目建设、 企业与智库对接等活动ꎮ
基于本文提出有关非洲能源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ꎬ 就中国而言ꎬ 加强

中非新能源合作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ꎬ 以低碳电力设施建设为核心提升

双方合作规模ꎮ 中国应坚持企业主体、 市场运作、 合作共赢的原则ꎬ 充分利

用现有中非合作框架内的政策工具与融资渠道ꎬ 在非洲加快实施条件成熟、
效益显著的电力开发和电力互联工程ꎬ 加速提升非洲各国 (尤其最不发达国

家) 的电力普及水平与能源配置能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

会上宣布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ꎬ 中国对非投资方向应进一步立足 “风
光水” 清洁能源ꎬ 因地制宜开发相对低碳的气电ꎬ 协助条件成熟的国家开发

核电ꎬ 促进非洲电力部门、 产业部门加速脱碳ꎮ 第二ꎬ 以全产业链投资为抓

手拓展双方合作广度ꎮ 中非双方应加强战略规划对接ꎬ 推动中国对非产业链

的整合投资ꎬ 培育非洲后新冠疫情时代 “绿色复苏” 的内生动力ꎬ 实现能源

转型与各类现代产业之间的相互拉动ꎮ “电—矿—冶—工—贸” 联动发展思路

是一个值得推广的重要方向ꎬ 即在条件允许的国家或次区域ꎬ 打造电力、 采

矿、 冶金、 工业、 贸易协同发展的产业链ꎬ 实现 “投资—开发—生产—出

口—再投资” 良性循环ꎮ① 第三ꎬ 创新中国对非援助形式ꎬ 激发其对非洲能源

转型的撬动效应ꎮ 在充分尊重受援国诉求的基础上ꎬ 通过高效利用援助资金

或设备ꎬ 提高非洲国家、 企业乃至社区的自主发展能力ꎬ 如设立或资助 “清
洁能源项目孵化机制”ꎬ 使一些功在千秋的大项目能够尽快启动可行性研究、
规划、 融资等前期工作ꎻ 将小型项目援建与技术能力培养充分结合ꎬ 在为村

镇援建小型光伏、 小水电项目时ꎬ 也能培养一批懂技术、 懂维护的 “赤脚工

程师”ꎬ 促使清洁能源的援助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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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提出 “电—矿—冶—工—贸” 联动发展思路ꎬ 并于 “２０１９ 中非

能源电力大会” 期间发布了相关研究成果ꎮ 参见 «２０１９ 全球能源互联网暨中 － 非能源电力大会隆重开

幕»ꎬ 载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ｅｉｄｃｏ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１１０６ / １６９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