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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本报华沙 12月 15日电 （记者于

洋）布达佩斯消息：匈牙利 14 日在中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10 亿元

绿色主权熊猫债，期限 3 年。这是境

外主权国家首次在中国发行绿色主

权熊猫债。

匈 牙 利 财 政 部 副 国 务 秘 书 鲍 洛

格·拉斯洛在线上举行的发行庆祝仪

式 上 说 ，此 次 匈 牙 利 绿 色 主 权 熊 猫

债发行意义重大，是匈中经济和金融

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匈牙利对

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并期待开展长期

合作。

据 此 次 熊 猫 债 承 销 商 中 国 银 行

介绍，本期绿色主权熊猫债获得境内

外投资者踊跃认购，票面利率 3.28%，

认购倍数达到 1.78 倍，境外投资人订

单占比达 40%。此次成功发行，不仅

体现了中匈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

展现了匈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高度

支持。

中 国 驻 匈 牙 利 使 馆 公 使 衔 参 赞

刘波表示，本次绿色主权熊猫债的成

功 发 行 ，是 今 年 11 月 中 国 商 务 部 和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签署关于推动

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后的重要合作，标志着中匈两国在

绿色金融合作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匈牙利在中国发行 10亿元绿色主权熊猫债

2021 孟 加 拉 国 国 际 投 资 峰 会 日

前在首都达卡举行，峰会吸引了 15 个

国家的 2500 多名投资者参会。孟加

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期待外国投资

者深入了解孟加拉国的发展优势和潜

力，扩大对孟加拉国投资。

近年来，孟加拉国政府采取多种

措施，不断加大外资吸引力度。该国

已建设了 39 个高科技园区，并计划分

阶段建设 100 个经济特区。其中，位

于阿赖哈扎尔乌帕齐拉的经济特区已

完 工 并 吸 引 了 10 亿 美 元 的 外 国 投

资。政府专门设立了经济特区管理

局、出口促进区管理局和高科技园区

管理局，确保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得

到落实。

为提高外国企业注册、审批等手

续效率，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联合企

业和其他机构，共同开发了一站式数

字服务平台。该平台有 14 个业务窗

口、47 种服务类别，外企可在线办理

签证延期、银行开户、执照申请、原产

地证书等业务。孟加拉国外交部于今

年年初制订计划，将建立一个联系驻

孟外国使馆的线上对接平台，以更高

效地吸引外企来孟投资。

孟加拉国还出台了《外国私人投

资促进和保护法》《孟加拉国经济特区

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提供投资协助、

税收豁免等政策和奖励措施吸引投资

者，同时为外资在该国运营提供法律

保障。

孟加拉国政府将基础设施、金融

服务、信息技术等 11 个领域设为潜力

领域，重点对外资开放。截至今年 11
月，孟加拉国已与 31 个国家签署双边

投资协定，与 36 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

重征税条约。孟加拉国《达卡论坛报》

评论说，近 10 年孟加拉国经济增长迅

速，这与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增强

投资竞争力密不可分。

目前，孟加拉国外国直接投资净

流 入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不 足

1.5%，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孟加拉

国总理首席秘书凯考斯表示，政府争

取在 2031 年将外国直接投资占比提

高到 3%。孟加拉国《每日星报》报道

说，近年来孟加拉国经济发展提速，培

育出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尤其在劳

动力市场，正出现越来越多深受外国

投资者青睐的技术型工人，相信今后

可以吸引更多外资。（本报曼谷电）

孟加拉国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本报记者 赵益普

本版责编：李 琰 刘 刚 张远南

核心阅读

加快全球能源转型，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
命。近年来，海湾国家不断探索能
源结构调整，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
资，以降低对石油的严重依赖，努力
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

据卡塔尔《海湾时报》报道，由 10个阿拉伯石油输出

国共同发起成立的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日前宣布，为支

持能源转型，将在未来两年内向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绿色

能源项目拨款 10 亿美元。该公司表示，未来一段时期

内，将引入绿色和可持续债券，促进能源行业采用可持

续商业模式，鼓励行业参与者践行能源多样化和可持续

理念。这一举措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努

力推进能源转型、加快清洁能源发展的愿景。

内外驱动能源转型

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等 6 国是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主要成员国。这

些国家盛产石油，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石油是其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撑。

相关数据显示，在海湾国家，石油收入占财政总收

入的 50%—80%，占总出口的 20%—90%。2019 年，石油

产品约占沙特全部出口的 77%。阿联酋 GDP 的 30％与

油气产量直接相关。阿曼化石能源产值占其 GDP 的

35%、总出口商品的 60%以及财政总收入的 70%。科威

特已探明石油储量 940 亿桶，约为世界总储量的 10%，

石油天然气产值约占其 GDP 的 45%。卡塔尔 80%以上

的政府收入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有着“海湾珍珠”美

誉的巴林，石油产值也占其 GDP 的 20%左右。

近年来，海湾国家不断提出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

希望在经济上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报告称，随着未来石油市场供需结构变化，

如果不进行持续的能源重组和经济结构改革，海湾国

家的石油财富到 2034 年将可能耗尽，“未来 10 多年是

海湾国家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

与此同时，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呼声日益高

涨，海湾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今年 10 月以

来，海湾国家相继公布本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沙特宣

布将投资约 1800 亿美元，力争到 2060 年实现碳净零排

放；阿联酋宣布要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巴林表示将在

2060 年前达到碳中和目标；卡塔尔则称到 2030 年本国

将实现碳减排 25％的目标。

埃及科技大学教授哈菲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自身发展需求和外部推动下，海湾国家正努力以

创新方式实现经济多元化，其中包括大力推动可再生

能源升级，以达到重塑能源结构、优化整体产业布局、

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些调整对于应对气候变化、

减少全球碳排放具有积极意义。”

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

近年来，海湾国家陆续出台发展清洁能源的计划和

项目，并取得一定成效。国际能源署去年的一份分析报

告显示，清洁能源在海湾国家的加速发展，在未来几年

内可减少约 1.36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阿联酋政府发布的《2050 年能源战略计划》提出，

到 2050 年，阿联酋低碳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耗中的占比

将从目前的 25%提升至 50%以上，其电力领域的碳足迹

将减少 70%以上。同时，把企业和个人的能源消费效率

提升 40%以上。阿政府表示，过去 15 年加大了对可再

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投资力度，到 2050 年在可再生能

源领域至少投资 6000 亿迪拉姆（1 美元约合 3.67 迪拉

姆）。目 前 阿 联 酋 已 建 设 和 运 营 了 两 大 太 阳 能 发 电

厂 ，还 将 启 动 第 三 座 更 大 的 太 阳 能 发 电 厂 。 其 中 ，

“马克图姆太阳能园区”计划到 2030 年实现光伏发电

规模达 5000 兆瓦。

沙特政府在“2030 愿景”中表示，将努力实现沙特

经济多元化、扩大竞争力。沙特能源大臣日前表示，计

划到 2030 年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 3800 亿里亚尔

（1 美元约合 3.75 里亚尔）。今年 4 月，沙特还宣布将建

设一座 150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这将是该国规模最

大的太阳能发电厂，预计于 2022 年下半年投产发电。

根据“卡塔尔 2030 国家愿景”可持续发展目标，卡

塔尔水电总公司今年宣布，将继续加强电动汽车充电

站建设。今年 8 月，在梅赛米尔城，该公司安装了卡塔

尔第一个“储能和电动汽车光伏发电站”，通过分布在

270 米范围内的 216 块光伏电池板向汽车提供太阳能发

电。目前，卡塔尔全国已安装 19 个充电站。水电总公

司还与卡塔尔交通通信部、卡塔尔基金会等机构合作，

计划再完成 8 个新车站的安装和运营工作，并将完成对

全国 100 个充电站安装和运营的招标。

今年初，阿曼正式启动 25 兆瓦的卡布斯太阳能发

电厂项目。该项目位于阿曼北部苏哈尔港自由区内，

占地约 50 公顷。卡布斯太阳能发电厂的运营，每年预

计可减少 2.5 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巴林政府提出计划到 2025 年新增光伏装机 255 兆

瓦。今年 1 月，巴林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一个 3 兆

瓦的招标，项目包括多个分布式太阳能发电设施，分布在

8个地点，包括 66个政府建筑。此外，巴林国际投资园区

的一个 25兆瓦的太阳能组件生产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氢能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报告，氢能被视为 21 世纪最

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具有来源广、燃烧热值高、循

环利用率高等特点。近年来，一些海湾国家也加快发

展氢能，将其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

阿联酋今年加入国际氢能委员会。阿布扎比国家

石油公司宣布，每年将生产 30 万吨氢，并于 8 月初向日

本出口了第一批蓝氢。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则新近完

成了耗资 160 亿美元的加氢裂化装置工作，该装置每年

可生产约 45.4 万吨清洁燃料。

沙特日前制定了一个价值 70 亿美元的绿氢项目，

预计于 2025 年建成，建成后绿氢日产能为 650 吨，绿氨

年产能 120 万吨，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氢项目之

一。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纳

赛尔表示，该公司的氢能增长和出口潜力巨大，希望占

据更大的氢能源市场份额。

今年 8 月，阿曼成立“国家氢能联盟”，由 13 家公共

和私营部门机构组成，包括政府部门、石油和天然气运

营 商 、科 研 单 位 以 及 港 口 等 机 构 。 该 项 目 也 是 阿 曼

“2040愿景”经济转型计划中能源多元化目标的一部分。

沙特《经济报》的文章分析称，海湾国家的这些新

能源计划如落实到位，将减少海湾国家整体的碳排放，

有助于其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阿联酋海湾经济事务专家穆阿苏米分析指出，海

湾国家具备发展氢能得天独厚的优势。普华永道全球

能源负责人凡·霍夫强调说，未来 10 年对于氢项目的开

发，包括大规模生产、进口、分销和使用氢能的基础设

施建设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年成功把握这

一点，将能为 2030 年以后氢供应呈指数级增长铺平道

路”。 （本报开罗 12月 15日电）

海湾国家推动清洁能源建设
本报记者 黄培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