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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六届非洲能源大会在南非
立法首都开普敦举行，探讨实现非洲能源
转型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近年来，中国与
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绿色能源合作，促进双
方优势资源互补，逐步探索合作共赢的绿
色能源合作方案。

势头良好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绿
色能源合作，主要聚焦两个方向：一是风
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二是电力基础
设施建设。这些合作有效推动非洲绿色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据报道，中国已在非洲实施数百个清
洁能源发电和电网项目，许多已成为当地
发展清洁能源的标志性项目，包括南非德
阿风电站、肯尼亚加里萨光伏电站、卢旺
达那巴龙格河二号水电站等。同时，中国
企业积极为非洲区域组织、政府和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开展能源电力、产业园区发
展规划研究，培养相关领域人才，增强非
洲国家清洁能源发展的基础能力。

2021年 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通过的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宣言》（下称“《宣言》”） 指出，愿进一步加
强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拓宽合作
领域，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项
目。中方是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
者，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利用太阳能、水
电、风能、沼气等可再生能源。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认为，中国不仅在推动自身能源领域
的“绿色革命”，而且始终与非洲各国并肩
合作，成为非洲大陆开发太阳能和风能的
主要合作伙伴。

目前，非洲大陆已有多个国家使用包
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在内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特别是在肯尼亚，有约 90%的
电力取自可再生能源，这个数字到 2030年
预计将达到 100%。随着用电需求不断上
升，可再生能源在非洲具有不可估量的发
展潜力。

“中方将进一步扩大在光伏、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
色低碳产业等低排放项目的对非投资规
模，助力非洲国家优化能源结构。”《宣
言》指出。

合作共赢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中非开展
绿色能源合作能够有效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宝荣说：“绿色减排
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要求。只有把握好
态势，积极推动绿色转型，提升绿色发展
能力，中国和非洲国家才能有效提升自身
的竞争性。”

“在电力领域，非洲拥有丰富的水能、
太阳能、风能、光伏等资源：撒哈拉沙漠
位于赤道附近，光伏发电的自然条件独一

无二；非洲海岸线长，海洋风力发电资源
得天独厚……但由于开发上存在基础薄
弱、技术人员不足等挑战，这些自然资源
目前开发比例不高，各国对这些资源的开
发也呈现不均衡分布。”杨宝荣说。

此外，由于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非洲清洁能源发电后普遍存在“送电难”的
问题。“这导致非洲基础电力的人均分配水
平低，并且电力的工业消纳能力低，电站建
成后很难盈利或正常生产，形成恶性循环，
导致能源贫困、工业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
缓慢。”杨宝荣表示。

杨宝荣认为，中国具有绿色能源的生
产和技术优势，与非洲自然环境禀赋形成
互补，双方可以通过合作促进彼此绿色能
源发展。

“中国绿色能源企业的价格优势、中国
提供的融资支持和中非合作论坛倡导的顶
层设计方案，都是中非绿色能源合作的有
利条件。”杨宝荣说，“通过三年一次的中
非合作论坛，中非绿色能源合作不断总结
经验、解决不足、推动补齐行业短板、完
善产业链布局和升级改造技术。”

前景广阔

随着越来越多合作项目开展，中非绿
色能源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日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 埃及苏伊士湾 500兆瓦风电项
目首台机组吊装工作完成，标志着项目实

现了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建设节点，向并网
发电目标迈进关键一步。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参与融资、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中国水电） 承建的
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项目最后一台机组近
日成功发电并网。机组全部并网发电后，
乌干达电力装机总量将由 1278兆瓦提升至
1878 兆瓦，在原基础上提升近 50%，持续
为乌干达提供“绿色能源”。

之前，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商务部与南非总统府
电力部签署了关于推动新能源电力投资合
作的框架协议；中非双方共同启动实施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人才互通计划和“非
洲光带”项目。

许多非洲人士期待中非在绿色能源领
域进一步合作。

莱索托外交和国际关系大臣莱乔内表
示，在莱中合作框架下，莱方将更关注能
源产业发展。莱索托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利用水资源、风能和太阳能生成的更多清
洁能源将惠及整个南部非洲。期待与中方
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毛里塔尼亚环境部顾问穆罕默德·叶海
亚·拉夫达尔表示，当今世界开发利用新能
源是大势所趋，毛里塔尼亚至今没有实现
全民用电，希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
领，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能更好地帮助毛里
塔尼亚及其他非洲国家实现绿色转型、绿
色发展。

中非绿色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徐令缘 赵婧姝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3 月 25 日在安
理会表决通过加沙停火问题决议后作解释性
发言，强调决议必须得到落实。

张军说，加沙冲突爆发近 6 个月，3.2 万
多名无辜平民被夺去生命。对于已经逝去的
生命，安理会 25日的决议来得太迟了。但对
于上百万仍深陷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的加沙
民众来说，这项决议如果能得到全面、有效
落实，还是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希望。安理
会决议是有约束力的，中方要求当事方履行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
取应有行动。中方期待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对
当事方发挥积极作用，包括采取一切有效手
段支持决议的实施。

张军说，斋月停火只是第一步，必须以
此为基础迈向持久停战。同时，必须立即解
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对人道物资准入的人
为设障，保障人道物资充足、快速进入加沙
地带，安全、及时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

张军说，安理会要继续密切关注加沙局
势，为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做好准备，确保
决议得到及时、充分执行。中方将继续同各
方一道，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缓解人道灾
难、落实“两国方案”作出不懈努力。

张军说，中方对 25日的决议草案投了赞
成票。22 日，中方同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一
道对美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对比两项草案，可以看出区别所在。当前的
草案态度鲜明，要求立即停火，前一份草案
却拐弯抹角、含糊其辞。当前的草案要求无
条件停火，前一份草案却为停火设置前提。
当前的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得到
阿拉伯国家集体支持，前一份草案却遭到阿
拉伯国家的共同反对。两份草案分歧点，归
根结底是要不要立即无条件停火，能不能允
许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继续下去。在这个
问题上，中方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样，
从一开始态度就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 22日
投反对票，还是 25日投赞成票，都是基于中
方一以贯之的立场和主张。

张军说，美国在多次否决安理会行动之
后，终于决定不再阻挠安理会要求立即停火
的努力。尽管如此，美方仍然寻找种种借
口，对中国进行指责。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
亮的，美方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恰恰相
反，正是中国和有关国家坚持原则、主持正
义，才迫使美国认识到美不能也无法再继续
阻挠安理会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关键步伐。正
义终将胜利。 （据新华社电 记者尚绪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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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 3 月 25 日通过决议，要求
斋月期间加沙立即实行停火。图为联合国安
理会投票表决现场。 新华社记者 谢 锷摄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商业航天是指以市场为主导、利用商业模式运营的
航天活动，内容覆盖航天技术研发、制造、发射和应用等
全产业链。业界公认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大概分为上游制
造、中游发射、下游应用与运营。目前，营收规模占比最
大的商业卫星产业广泛应用于通信、遥感、导航等多个领
域，是商业航天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可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是国际商业航天竞争的前沿方向。

当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推出的液体
燃料火箭发射、可重复利用火箭技术是商业航天产业发
展的标志性成就，其推出的“星链”宽带专网通信、卫
星发射以及商业载人航天和运载等新商业模式拓宽了商
业航天产业的应用场景。

此外，美国的亚马逊、苹果、波音，英国的一网，
加拿大的Telesat，韩国的三星等企业纷纷公布各自布局
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计划。

2023 年，中国共完成 67 次火箭发射，占全球火箭

发射次数的 30%，仅次于美国的 116 次，位居全球第
二。与此同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快速发展，商发数
量、发射份额、发射成功率等都创下历史新高。

专家分析指出，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各国航天产
业发展的主要特点。近年来，商业航天已成为全球航天
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发展

“当前，全球航天技术正在经历从科研为主的技术

应用向满足民用和消费级市场需求扩展的重要转变。随
着全球商业航天活动日渐活跃，大量低轨小卫星发射入
轨，组网形成超大规模星座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展的新趋
势。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快速发展，商业公司运载能力
不断实现突破，航天技术开始为地面先进制造业赋能。
这些技术应用也体现出航天技术与现代工业体系加速融
合的趋势。”银河航天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张世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专家分析指出，由商业公司研制的商业通信卫星、
遥感卫星等纷纷入轨，实现多个技术突破。当前，商业
航天产业正努力突破运载火箭的成本和流量瓶颈，发展
一级可重复使用火箭甚至全重复使用火箭，逐渐走向航
班化发射运营。这将极大提升发射频次，大幅降低进入
太空的成本，大力推动太空经济发展。

“各国政府的支持是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张世杰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商业航天作为未
来发展的重要赛道加以支持，纷纷出台政策进行布局引
导，逐渐在不同细分领域构筑起各自优势。目前，美国商
业航天发展走在全球前列，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商业
模式开发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欧洲是全球最早开始商
业航天实践的地区，头部企业优势明显。日本、印度等国
家也加强了对商业航天产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不断出台
的相关支持政策、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成熟的工业体系支
持以及商业航天市场的巨大需求，共同推动中国商业航
天产业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商业航天已形成既有独立
自主创新又和国际接轨的完整产业链。

中国企业抢抓机遇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北京市
将建设“火箭大街”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吸引商业航天
全产业链优质项目聚集。北京“火箭大街”总建筑规模
将达 14 万平方米，设置共性技术平台、高端制造中
心、创新研发中心、科技互动展厅四大功能分区，将于
今年4月开建，预计2025年底投入使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商业航天领域的重视程度
和支持力度，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正在迅速成长。2024
年，“商业航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底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据统计，2023年
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新增企业数量为 113272 家，同比
2022 年的 87844 家，增长了 28.95%。其中，43%为火箭
制造企业，35%为卫星制造企业。有关报告预计，中国
商业航天产业规模今年将突破2.3万亿元。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指出，预计
到2040年，全球太空经济的价值将达到1万亿美元，其
中，卫星互联网预计将占市场增长的50%甚至70%。

“商业航天的产业投资门槛高、技术门槛高，规模化、
全球化是商业航天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商业航天产业
发展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商业航天企业需进一步
面向市场进行大规模创新，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以银河
航天为例，作为目前中国承研卫星数量最多的商业航天
企业，银河航天已完成国际领先的‘太空飞毯’式卫星‘翼
阵合一’核心技术攻关，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
一技术进步不仅推动航天、通信及电子等多领域技术的
创新，还有望催生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和通信服务提
供商等行业的新市场机遇。”张世杰说，“另一方面，中国
应抓住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时间窗口。比如，通过联合多
方主体成立国家级太空新基建基金等形式，带动商业航
天全产业链发展，加速太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抢抓
全球商业航天及卫星互联网发展机遇。”

商业航天开启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高 乔

近年来，全球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
展，成为备受关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
2014年以来，全球航天产业收入规模持
续增长，2022 年全球航天产业总收入
3840亿美元。其中，卫星产业总收入为
2810 亿美元，占全球航天产业收入的
73%，主要包括卫星制造业收入、发射服
务业收入、卫星服务业收入和地面设备
制造业收入等。

施工人员在位于肯尼亚纳库鲁市的索西安地热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检查发电设施。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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