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日前，据英国《卫报》等多家外媒报
道，为达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欧
盟委员会将出台政策草案，设定未来 30
年内的海上风电目标。根据该目标，未来
30 年里， 欧盟海上风电装机将增加 25
倍，累计达到 300 吉瓦的水平。 对此，多
家行业机构认为， 这一指导目标将 “塑
造”欧盟海上风电未来。

■■大力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

据欧洲媒体 Euractiv 报道，此次披露
的政策草案显示，到 2030 年，可再生能
源在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将在当
前基础上翻番， 达到 38%-40%的水平。
其中，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将是重点。
到 2050 年，欧盟计划将海上风电装机总
量提升至 300 吉瓦，同时潮汐能、波浪能
的应用也将有所扩大，届时，波浪能等海
洋能源应用规模将达到 60 吉瓦。

该政策草案还显示，海上风电领域的
快速增长预计需要增加 7890 亿欧元的投
资，同时也将在这一领域创造约 6.2 万个
工作岗位。不论是传统的固定式海上风电
还是新型浮式海上风电机组，都将获得欧

盟政策青睐。
此外，欧盟还将对海上风电全产业链

建设作出支持，不仅将推动零部件生产制
造工业，同时也将推动岸上港口基础设施
的建设。

据悉， 欧盟此次设定新的海上风电
目标主要由德国推动。近日，德国已率先
提高了本国海上风电装机的目标， 计划
到 2030 年， 德国海上风电装机达到 20
吉瓦；到 2040 年，完成 40 吉瓦的海上风
电装机。

欧盟在政策草案中强调，要进一步推
动欧洲海上风电市场发展，并将加强国际
合作，同时还将促进行业内确立相关规则
标准。

■■积极推动区域内跨国合作

《卫报》指出，欧盟地区海上风电资
源丰富，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以及黑
海区域的海上风电潜力都十分巨大。目
前，包括英国在内 ，欧洲地区各国海上
风电装机总计为 23 吉瓦左右， 风电场
分布于 12 个国家，共有 5047 座并网的
海上风机。 其中，英国仍是欧洲最大的
海上风电市场，同时，德国、丹麦、比利
时以及荷兰的海上风电现有装机容量

也相对较多。
在此背景下，欧盟看准了更大规模的

“跨国”风电市场。
根据政策草案，欧盟委员会预计将提

出一个正式法律框架，使欧盟国家常见的
“国家内部较小规模的” 海上风电场逐步
转化为“完全融合的”海上能源系统以及
电网基础设施”。

对于欧盟委员会此举，欧洲风电行业
机构 WindEurope 表示欢迎， 并称将进一
步向行业发出呼吁，从而推动“解锁”更多
跨国海上能源应用项目。

据了解 ，截至目前 ，欧盟范围内仅
有一个跨国界的海上风电项目 。 该风
电场名为 Kriegers Flak， 位于德国与丹
麦之间，能够为两国提供清洁电力。 然
而 ， 由于欧盟缺乏针对跨国界海上风
电项目的相关法律规定 ， 德国与丹麦
目前仍是以“过渡条款 ”为框架共同运
营这一风电场。

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 欧盟还计
划进一步打造海上风电招标市场， 从而
保证海上风电能够顺利整合进入欧盟电
力市场。

■■业界期盼稳定政策

据了解，未来欧盟海上风电领域的
投资将来自于多个渠道，其中包括欧盟
各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刺激计划以及

公共募资等。 另外，欧盟对于各国能源
项目的援助指南计划将于明年修订完
成，这一援助资金也可为欧盟各国的海
上风电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渠道。

然而 ，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 由于
涉及到边界问题 ，跨国界的海上风电
项目实际操作中很可能存在各方协
商不顺 、 初始投资难以敲定等问题 ，
这也为欧盟跨国界的海上风电场建
设带来隐忧 。

WindEurope 的公共事务主管 Ivan
Pineda 认为， 尽管欧盟已表示将积极推
动海上风电并入欧盟电力市场，但这尚
不能解决“混合”项目面临的投资难题，
在缺乏明确监管政策的情况下，此类海
上风电项目在金融市场上的吸引力十
分有限。

“我们需要确定一个政策框架来进
行投资、运营以及合作，共同推动‘混合
海上风电项目’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在
2021 年前完成。 ” Ivan Pineda 指出，“欧
盟已经有不少类似的项目正在等待相关
法规的出台。 根据当前欧盟地区的相关
规定，与常规海上风电项目相比，‘混合’
海上能源项目仍存在一定的劣势。 ”

而在浮式风电领域，也有行业内人
士呼吁，要推动浮式风电度电成本下降
首先需要实现规模化发展， 而在当前，
浮式海上风电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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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欧欧盟盟敲敲定定未未来来 3300年年海海上上风风电电目目标标
专专家家认认为为相关项目在金融市场上的吸引力十分有限

巴巴基基斯斯坦坦 清清洁洁能能源源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南非计划增建核电
本报讯 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

近日报道， 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部已
经向该国能源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希
望招标建设新的核电产能。

矿产资源和能源部长曼塔谢表
示，申请是根据南非《电力监管法案》
有关规定提出的，计划通过招标，新增
2500 兆瓦装机的核电产能。 该计划将
在南非监管部门同意， 并经与公众和
利益攸关方协商后才对外公布。

据了解，去年，南非曾发布综合资
源计划，并未提出未来 10 年拟增加核
电装机招标， 此举引发该国能源行业
担忧。今年 6 月，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
部发布了一份 2500 兆瓦核电项目的
招标书，表示此举系对市场的测试。

《每日商报》指出，尽管南非矿
产资源和能源部已经放弃了此前
提出的 9600 兆瓦的大型核电站建
设计划，但南非国内仍有大量核电
游说团体正寻求建立小型模块化
核反应堆的可能性。 （陈商）

西班牙出台全新
可再生能源拍卖制度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 PV-Tech 报
道，近日，西班牙政府宣布将采用一
种新的可再生能源拍卖制度，对可再
生能源项目实行按需竞标。

据悉，新的拍卖制度将允许混合
技术、扩建和改造现有设施以及部署
储能设施， 中标者将获得 20 年期的
一个固定价格。

据估计，到 2030 年，西班牙将有
约 60 吉瓦可再生能源投入使用。 此
次推出的新制度将用于在未来 10 年
内实现每年 5 吉瓦的安装目标。

西班牙政府表示 ，为了让西班
牙更好地履行其作为欧盟成员国
和 《巴黎协定 》签署国的清洁能源
转型义务 ， 全新的可再生能源拍
卖机制 “必不可少 ”。 西班牙生态
转型部部长 Teresa Ribera 称 ： “我
们必须促进可再生能源有序融入
系统 ， 让消费者受益于绿色能源
发电成本的下降。 ”

西班牙太阳能协会指出， 新的
可再生能源拍卖制度为投资方提供
了更多的确定性 。 该协会总干事
José Donoso 说：“新的可再生能源拍
卖机制将使西班牙的气候目标取得
重要进展， 同时让西班牙拥有具备
竞争力的能源， 进一步促进经济增
长和就业。 ” （仲蕊）

韩国 10月进口
美国原油大降近四成

本报讯 根据韩国海关公布的数
据，10 月， 韩国共进口美国原油 874
万桶，较去年同期下降 37%，也是今年
连续第 6 个月进口量下降。

数据同时显示， 今年 1-10 月，韩
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总量也降至
9291 万桶，较去年同期下降 17.5%。 而
与此相反的是，10 月， 韩国从其最大
原油供应国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同比增
长 32.6%，至 2991 万桶。

事实上，自 5 月以来，由于 WTI
价格高于迪拜原油价格， 韩国炼油商
就开始减少从美国进口原油， 并大幅
增加了从沙特等国的原油进口。

行业资讯机构标普全球普氏援引
首尔炼油厂原料交易经理的话称：“在
炼油利润率不稳定、 燃料需求低迷的
情况下， 从沙特等国进口原油才是最
可行、最经济的选择。 ” （仲蕊）

乌克兰将启动温室气体
排放配额交易市场

本报讯 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
道，乌克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日
前表示， 正在酝酿于 2025 年前启动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市场。

据该部门负责欧洲一体化事务
的副部长斯塔夫楚克透露：“第一步
是实施验证报告监控系统。 相关法
律已通过， 系统将从明年开始正常
运行。 ”他同时表示，要建立交易系
统首先需要了解哪些部门真正在排
放温室气体， 各个企业虽然都有报
告，但没有统一的监控系统。

今年 8 月 ，欧洲商业协会环保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专家曾呼
吁乌克兰政府 ， 不要延迟启动温
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 ， 否则会增
加乌克兰商品被征收额外二氧化
碳排放税的风险 。 9 月 ，乌克兰政
府即开始实施一系列关于改善监
测 和 评 估 环 境 影 响 的 机 制 和 工
具 ， 以使乌克兰逐步靠近欧盟标
准 。 其中就包括旨在从 2021 年开
始启动全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
场的决议。 （陈商）

根据巴基斯坦制定的清洁
发电目标，到 2025 年，该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占比将从目前的 6%
提升至 25%；到 2030 年 ，这一占
比将进一步提升至 30%。 如果再
加上水电，2030 年巴基斯坦可再
生能源的发电占比甚至有望增
至 60%。

全全方方位位发发力力

11 月 14 日， 巴基斯坦联邦能源部长
Omar Ayub Khan 公开表示，将基于《可再
生能源和替代能源政策（2020）》重塑巴基
斯坦能源行业结构， 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合
作，并通过免税和竞标等措施引资，以全面
推进该国清洁能源发展， 从而最终完成提
供可持续、可负担、可靠的能源的目标。

减税和竞标缺一不可

根据巴基斯坦制定的清洁发电目标，到
2025年，该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将从目
前的 6%提升至 25%， 到 2030年将进一步提
升至 30%。Omar Ayub Khan表示：“鉴于水电
也将归入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类别，2030
年的发电占比甚至有望增至 60%。 ”

巴基斯坦能源改革工作组负责人
Nadeem Babar 指出，《可再生能源和替代
能源政策（2020）》将是巴基斯坦绿色能源
转型的“指导纲要”，除了太阳能和风能，地
热能、潮汐能、波浪能和生物质能也是发力
重点。 “在我看来，随着未来几年水力发电
能力的持续增加，到 2030 年，巴基斯坦的
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甚至有可能达到 65%。”
他说。

《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政策（2020）》
明确强调了减税和竞标的关键作用。 一方
面，巴基斯坦将落实竞争性招标制度，以保
证项目投资开发透明为前提， 通过公开竞
标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 招标项目适用于
未来 2-3 年的用电需求，将按照实际购电
量而不是装机量确定电价， 从而实现最低
电价和技术转让。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还将
通过减免税收提高太阳能、 风能设备制造
商的积极性， 最大程度鼓励本地制造进而

创造更多就业。
此外， 巴基斯坦各省和地区政府的职

能也得到强化， 联邦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和
替代能源发电规划方面， 极大地吸取了省
和地区政府的意见， 为省和地区的绿色项
目落地铺平了道路。

《今日巴基斯坦》指出，巴基斯坦希望
通过招标将风能和太阳能电价由现在的每
度电 4-4.5 美分降低到 3.5 美分以下。

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当前
不太 “智能” 的输配电网络，Omar Ayub
Khan 表示，能源结构调整是解决巴基斯坦
能源短缺问题的有效路径， 随着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 对电网进行充分
投资和升级， 对于安全容纳波动性较强的
清洁电力至关重要。

扩大合作是重中之重

利好的绿色能源政策机制， 正在增加
巴基斯坦的引资吸引力，该国始终认为，扩
大合作是绿色事业布局的关键一环。

进入 11 月，Omar Ayub Khan 巴基斯
坦先后与丹麦、埃及驻巴基斯坦大使会面，
分别探讨了与这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合作商机。

此外，巴基斯坦《论坛快报》还指出，中

国和巴基斯坦合作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
也在巴基斯坦清洁能源战略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随着其中关键的光伏发电、风电和水
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相继建成且并网发
电，巴基斯坦不仅摆脱了停电缺电的痼疾，
还给能源结构优化做出了有益补充。

为了更大程度地吸引外资、扩大合作，
巴基斯坦从去年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通过立
法减免可再生能源项目参与者的税收，当
前已经对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发电设
备、机器和生产材料免除进口关税，项目运
营商免缴企业所得税， 仅股息部分需缴纳
预提税。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 Asad Umar 表
示：“巴基斯坦为过去多年持续不断的能
源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前这个
困难的时期， 我们必须为可再生能源发
展扫清障碍。 ”

此外，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还打算成立
带有国家和国际双重标准的检验实验室，
以测试太阳能电池板、 风力涡轮机等设备
的性能，确保本土制造设备的高质量、高安
全以及高效率。

清洁能源优势凸显

世界银行驻巴基斯坦负责人 Pakistan

Najy Benhassine 指出， 大规模建设清洁电
力将使巴基斯坦同时获得短期与长期收
益，并且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可加强
巴基斯坦的供电安全， 并使巴基斯坦处于
全球能源转型的前沿。 ”他说，“事实上，在
巴基斯坦， 清洁能源发电的优势已经逐步
显现出来。 ”

根据世界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输配电
公司以及巴政府机构合著的 《多样化可再
生能源整合和规划研究》 报告， 在巴基斯
坦， 化石燃料发电如今已不再具备竞争优
势，到 2030 年，预计巴基斯坦的煤电占比
将从目前的 29%降至 13%， 而可再生能源
发电则成倍增长。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已经确定，将在未
来 15 年内淘汰超过 1 万兆瓦的煤电装
机 。 ”Pakistan Najy Benhassine 表示 ， “从
2032 年开始，太阳能、风能发电和水电的
总计装机规模完全可以填补煤电逐步淘汰
而产生的供电缺口。 ”

世界银行认为， 巴基斯坦应该在未
来 10 年内增加 2.4 万兆瓦风能和太阳
能装机， 其中风能 6700 兆瓦、 太阳能
1.75 万兆瓦， 这能够在提升能源供应安
全的情况下，每年节省多达 10 亿美元的
发电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