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拟建
全球最大风电场

本 报 讯 据 能 源 信 息 网 站
Powe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报
道， 韩国政府近日宣布， 将斥资
48.5 万亿韩元 （约合 432 亿美元）
在韩国境内打造总装机规模达 8.2
吉瓦的风电项目。

据了解， 该项目选址于韩国
西南部地区全罗南道的新安郡 ，
预计将有超过 33 家韩国公共事
业公司和私营企业参与。 其中，韩
国政府将出资 0.9 万亿韩元，公共
事业公司和私营企业将提供 27.6
万亿韩元的资金。

韩国方面表示， 此次计划打
造的风电项目是目前世界上装
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 如顺利建
成投运，其发电量将相当于 6 个
核电机组的发电量总和，可以满
足首尔和仁川地区全部家庭的
用电需求。

根据韩国制定的风电发展
目标 ，到 2030 年 ，该国风电累计
装机规模将从目前的 1 .67 吉瓦
提升至 16 .5 吉瓦 。 此次宣布的
新建项目将贡献目标装机规模
的近一半。 此外，该项目还将创
造 5600 个工作岗位 ， 社会效益
明显。 （董梓童 ）

伊拉克计划新建
700兆瓦光伏项目

本报讯 据行业媒体 PV-Tech
报道， 伊拉克石油部日前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 伊拉克计划新开发 7 个
光伏电站，装机总容量为 700 兆瓦。
按计划，至 2030 年，伊拉克的太阳
能电力装机总量将达到 10 吉瓦。

据了解， 上述 7 个光伏电站
中位于伊拉克科尔巴拉省的项
目装机容量最大 ， 达 300 兆瓦 ，
其他项目将分别部署在伊拉克
全国各地。

伊拉克石油部长 Ihsan Abdul
Jabbar 表示， 伊拉克石油部还在与
包括道达尔和一些挪威开发商在
内的国际公司进行磋商，讨论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建设问题。 道达尔已
表示，愿意参与伊拉克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

据了解， 伊拉克的目标是到
2030 年， 太阳能发电占比 20%，以
帮助缓解该国化石燃料发电厂的
发电压力。 根据阿拉伯国家清洁能
源倡导组织——可再生能源和能
效区域中心的数据，伊拉克计划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24
吉瓦时。

据悉，伊拉克拥有全球第五大
的石油储量，但该国目前面临严重
的电力供应短缺。 预计到 2028 年，
伊拉克的电力需求将进一步增至
32 吉瓦， 这意味着该国需要新增
20 吉瓦的发电能力。 （仲蕊）

亚开行资助泰国
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

本报讯 据能源信息网站 “国
际智慧能源”报道，日前，亚洲开
发银行（ADB）向泰国可再生能源
企业提供了总额达 4762 万美元
的绿色贷款， 以帮助该国落地更
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以及
快速普及充电桩等电动汽车基础
设施。

据了解， 这笔贷款是泰国第
一笔获得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
的气候贷款。 该组织是致力于调
动债券市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非营利机构， 经其认证的贷款
需全部用于有益于环境的或减缓
气候变化的项目。

据消息人士透露， 本次贷款
的使用主体将是泰国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企业 Energy Absolute Public
公司。 此前该公司中标了泰国两
大可再生能发电项目———那空沙
旺府光伏电站和哈努曼风电场 ，
贷款将在资金方面保证项目的顺
利进行。

此外，这笔贷款还将投入泰国
的充电桩市场。 根据泰国官方发布
的信息，目前，交通运输业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占该国每年排放总
量的 26%。 为此，未来泰国将加速
推进充电桩的建设进程，从而提升
民众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

亚洲开发银行东南亚和太平洋
地区财务部门主管 Jackie B. Surtani
指出，绿色投资是推动泰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 绿色投资不
仅将在资金方面助力可再生能源
项目落地，还将推动泰国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升级创新。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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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埃及及、、以以色色列列加加强强能能源源互互动动
埃埃及及石石油油部部长长 55年年来来首首访访以以色色列列，，深深度度磋磋商商天天然然气气进进出出口口贸贸易易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在努力扩大地中海沿岸国家能源
伙伴关系方面，埃及和以色列正在发挥
带头作用。

日前，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塔
里克·毛拉出访以色列。 这是埃及高级政
府官员 5 年来首次访问以色列。 双方对两
国天然气合作前景保持高度乐观。

事实上，自去年初以色列开始向埃
及供应天然气以来，两国关系就迅速升
温，能源无疑已经成为两国最重要的经
济纽带。

■■天然气让埃以关系愈发紧密

《以色列时报》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与毛拉围绕能源产业特别是天然
气合作展开了深度交流，同时参与会谈的
还有以色列能源部长尤瓦尔·斯坦尼茨、
埃及天然气控股公司董事长 Magdy Galal
等人。

会谈中，埃以两国同意修建一条从
以色列东地中海近海的利维坦气田直
达埃及液化设施的海上天然气管道，以
促进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内塔尼亚胡表示，地中海地区丰富
的天然气资源可以同时满足埃及和以
色列各自的能源需求，甚至还有盈余产
量可以用于出口创收。

“天然气是埃及和以色列以及其他地
中海沿岸国家开展能源经济合作的绝佳
机会。 ”内塔尼亚胡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东地中海地区庞大的天然气
储备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还能
助力我们跻身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国行列，
尤其是面向欧洲地区。 ”

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消息，
毛拉访问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为两国领导
人会晤提前铺路。 内塔尼亚胡将于近期
访问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 届时，
两国经济代表团将举行双边会议， 讨论
天然气合作项目以及促进两国商业关系
等问题。

显然，天然气正在让埃及和以色列两

国的关系愈加亲
密。去年 1 月，埃
及已经开始从以
色列进口天然
气，这是自 1979
年两国签署和平
协议以来， 埃及
首次从以色列进
口天然气。 根据
2018 年 2 月达成的协
议，以色列将在 10 年内
向埃及提供 640 亿立方米
天然气， 总价值约 150 亿
美元。

《埃及独立日报》指出，埃及从以色列
进口的天然气除了自用，还有一部分将被
液化后出口至欧洲，这标志着埃及离成为
地区能源枢纽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对于此次出访，毛拉表示，这是为了
扩大和强化两国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
能源合作，“我们期待在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上与以色列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强化区域能源合作

埃及和以色列作为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对于该论坛的后
续发展以及基于其框架下的区域能源合
作保持极高的期待。

据了解，2019 年 1 月，埃及、以色列、
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
提出了设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的意向。
去年 9 月 22 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章
程》正式签署，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正式
成立。 该论坛旨在将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
天然气生产商和出口商组织到一起，从而
进一步促进区域能源和产业合作。 埃及方
面认为，由于该论坛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
罗，将助力埃及成为区域天然气生产和出
口的枢纽。

据悉，目前，法国已提出申请加入该
论坛，欧盟、俄罗斯、美国等也有意成为该
论坛的观察员国。

以色列能源部长尤瓦尔·斯坦尼茨透
露，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一直在讨论开发
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加快现有天然气储备
货币化的前景，同时计划成立一个“天然
气行业咨询委员会”， 以吸引私营领域参
与提供指导意见。 同时，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希望在建立连接以色列、希腊和塞浦
路斯到意大利以及欧洲的天然气管道方
面进行合作，最终目标是为欧洲大陆提供
10%的天然气。

1 月底，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各成员
国能源部长举行了视频会议，探讨东地中
海油气管道项目（EastMed）的开发事宜。该
项目预计耗资 70 亿欧元，天然气运输量为
90 亿-120 亿立方米/年， 起点为以色列，
途经塞浦路斯及希腊克里特岛，终点为意
大利，旨在将地中海沿岸国家与欧洲大陆
联通，初步预计 2025 年完工，目前已获得
欧盟 3500 万欧元资助。

埃及和以色列均认为，EastMed 能够
极大提升东南欧的天然气供应能力，并提
升欧洲中部各国的替代性能源供应的多
元化水平，是保障东南欧、中欧以及地中
海区域天然气供应安全的可行性和战略
性路线选择。 为加强合作，地中海沿岸国
家应尽快研究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并组
建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埃及要做地区能源枢纽

访问期间，毛拉还和斯坦尼茨一同考
察了利维坦气田的钻井平台。

在斯坦尼茨看来，埃及具备成为地
区天然气枢纽的有利条件。埃及是中东
和北非地区的最大经济体之一，拥有相
对先进和广泛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是地
中海地区少数拥有处理设施和运输渠
道的国家之一，其凭借庞大的加工和液
化设施，可以将大量天然气输送至国际
市场。

一直以来， 埃及都希望利用其连接
非洲和亚洲的战略位置和相对发达的基
础设施， 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乃至国际
天然气贸易和分销中心， 并有意将天然
气液化并经船运出口至欧洲。 这对于一
个 2016 年以来每年花费约 30 亿美元进
口 LNG 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显著的
转变。

美联社指出，埃及拥有颇具规模的天
然气基建、液化设施，以及优越的战略地
理位置；以色列则拥有利维坦、塔玛等储
量丰富的气田，两国联手无疑能令地区天
然气生产、液化和出口这一整条核心供应
链更好地发挥作用。

埃及石油部长毛拉（右）和以色列能源部长斯坦尼茨一同登上利维坦气田的钻井平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旻旻

美美国国““电电荒荒””殃殃及及墨墨西西哥哥

侵袭美国中南部的极端严寒仍在持
续，位于得克萨斯州南部、高度依赖美国
天然气出口的墨西哥也因缺乏发电用天
然气而陷入供电危机。 近日，墨西哥总统
洛佩斯呼吁该国所有电力消费者降低用
电量，以应对“电荒”。

墨国“电荒”产生连锁反应

据路透社报道， 自极端寒流袭击美国
“能源中枢”得克萨斯州以来，与该州接壤
的墨西哥进口自美国的天然气量骤然下
降。 数据显示，仅 2月 15日当周，墨西哥进
口自美国的天然气量同比大降 75%左右。

据了解， 墨西哥电力约 60%由天然气
发电提供， 而墨西哥约有 70%的天然气通
过管道从美国进口。 然而，自 2 月中旬以
来，因美国本土遭遇寒潮，美国中部以及
南部地区的页岩气产量骤然下降，已无法
支撑正常的出口业务。 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显示，近半个月来美国天然气产量已减少
了 63 万立方英尺/日， 占中部以及南部地
区天然气产量的 30%以上， 同时也占美国
全境天然气产量的 7%左右。 作为受灾最

为严重的得克萨斯州，不论是能源生产端
还是炼化领域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为保障
自身能源供应，2 月 17 日， 得克萨斯州州
长 Greg Abbott 已下令暂停向墨西哥出口
天然气。

由于“缺气”，墨西哥很难维持原有的
天然气发电量。 2 月 19 日，墨西哥总统洛
佩斯呼吁，为了帮助维持电力供应，希望
所有人都能够节约用电，在夜晚用电高峰
时期关闭多余的电灯。

寻求进口 LNG 纾困

在美国方面公布了天然气出口禁令
后，墨西哥总统表示，该国外交部正在积
极努力，希望对方能够解除禁令。 据路透
社报道，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墨西哥经
济已深陷泥潭， 墨西哥经济部长 Tatiana
Clouthier 已与美国政府开启对话，希望能
够寻求到“快速的解决办法”。

有统计数据显示， 对墨西哥来说，因
缺电、缺气导致的工业停产以及电力行业
损失整体已高达数十亿美元。分析普遍认
为，尽管美国的天然气出口禁令持续时间

可能不长，但也将对美墨双边关系造成不
利影响。

与此同时，为解决“缺气”难题，墨西
哥政府将目光投向了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墨西哥国有电力公司 CFE 的一
位官员称，该国将启用多座备用设施，利
用近日交付的 LNG 解决供电的“燃眉之
急”。该官员称，近日进口的 LNG 将用于
弥补部分电力缺口， 同时墨西哥也将加
大来自美国其他州以及亚洲国家的
LNG 进口量。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Pemex 也表示，
将为电厂提供更多的柴油以及其他燃料。
另有墨西哥其他电力企业也在增加煤炭
供应量，以加大燃煤发电量。

路透社分析称，尽管墨西哥已采取
了多种手段，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满足
需求，“缺气” 的局面也不确定将持续
多久。

另外，受到停电殃及的也包括多个在
墨西哥发展的跨国车企。 目前， 福特、通
用、日产、丰田、大众、奥迪等一众汽车制
造企业均已发布公告称，公司位于墨西哥
的业务已陷入停滞。

能源政策遭诟病

路透社援引墨西哥工业发展与经济

增长研究所主管 Jose Luis de la Cruz 的话
称，受到天然气“断供”影响，墨西哥工业
生产领域已面临大规模停工，这也很可能
导致今年第一季度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
同比降低 1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随着市
场负面情绪蔓延，墨西哥比索兑美元汇率
也出现了超过 1%的下降。

在此情况下 ，始终推行 “能源保守
主义”的洛佩斯借机表示，墨西哥应该
进一步加大本土能源生产，提高能源自
给自足的能力。

事实上，在洛佩斯当政的数年里，墨西
哥政府一再出台能源改革政策，以“让石
油业回归国有时代”和“实现能源独立”为
口号，大力推动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
产的同时， 还出台政策打击私营企业，对
一度繁荣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则更是“大泼
冷水”。 在业内看来，洛佩斯这些举动并不
利于提高墨西哥本土能源产量，反而可能
让墨西哥能源业更加低迷。

拉美地区财经杂志 Americas Quarterly
撰文称，墨西哥当前实行的能源政策效果
“适得其反”，不仅让墨西哥不断转向煤炭
等高污染、高排放的能源，也让其现有的
能源系统变得更加低效，更加需要从外部
进口大量能源来满足需求。 从长期来看，
墨西哥当前的能源政策很可能会降低其
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以及生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