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加拿大可再生能源企业东非电力公司中标刚果（金）历史上最大光伏
发电项目，总装机达 13.3 万千瓦，是目前刚果（金）光伏发电总装机 6 倍多。 为
促成这一项目，刚果（金）引入长期购电协议（PPA）政策。 东非电力公司与刚果
（金）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长达 20 年的 PPA 协议，在此期间，项目发电量均可
卖给刚果（金）国家电力公司，且一直享受协议电价。

截至目前，全球仍有 6 亿多无电人口，其中约 80%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
地区。 非洲太阳能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充足。 在能源转型
背景下，通过引入 PPA 等支持政策成为助力非洲解决电力供应的新途径。

◆◆多国引入新政

东非电力公司在刚果（金）中标的光伏发电项目是一个包含两个子项目的
项目集，项目均位于刚果（金）南部，毗邻卡拉哈里沙漠，太阳能资源丰富，具备
开发建设大型光伏发电站的土地条件。

事实上，不只是刚果（金），南非等非洲国家都在引入 PPA 政策。今年 4 月，
南非电信集团子公司非洲分布式能源公司与非洲数据中心签署了为期 20 年
的 PPA 协议，前者将为后者建设一座总装机达 1.2 万千瓦的光伏发电站。

此外，在最新一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招标过程中，南非共授予总装机 86
万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权，涉及的 6 个项目均签署了 PPA 协议。PPA 政策
已经成为南非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落地的重要支撑。

◆◆项目落地提速

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中，全球无电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近一半，但仍有 6.75 亿人无电可用，其中约
80%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以加纳为例，电力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该国。
近年来，加纳经济增速达到 7%，随之而来的是电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联合国大会常设机构之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3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得益于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非洲获得电力的机会正在
增加。 非洲希望将有电人口数量从 2020 年的约 9 亿提升至 11 亿以上，光伏发
电成为促进非洲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

《非洲商业》杂志刊文指出，非洲电力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电力基础设
施十分薄弱。输电网络不成熟限制了传统能源项目开发。光伏发电可不依靠大
电网建设离网型系统或微电网，有效解决非洲国家供电难题。 今年 2 月，肯尼
亚提出，将在偏远地区建设 136 个光伏发电微电网项目。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 年，撒哈拉以南地区仅有 500 个光伏发电微电网
项目，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增至 3000 个以上，预计几年內将飙升至 9000 个。

◆◆投资潜力巨大

虽然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重视光伏发电， 但这些国家还要面对一个
现实问题：在设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如何持续吸引投资，不断
为产业发展增添动力。

英国能源行业媒体 Energyportal 指出，在政策支持下，突尼斯光伏产业取
得长足进步，但要实现其“到 2030 年光伏发电量占总发电量 20%”的目标，在投
资上还面临挑战，需要探索区域合作机会。

以中国企业为例，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援建的光伏发电站就缓解了非洲
当地供电紧张的问题。 另外，为了向清洁能源过渡，南非选择加入“公正能源转
型投资计划”，该计划目标是给南非提供 85 亿美元贷款。

国际能源署在《非洲能源展望 2022》报告中强调，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潜力
巨大。 到 2030年，非洲电力需求将较目前增长 75%，而可再生能源电力是满足这
一新增电力需求的重要力量，预计将贡献 27%的发电量，是 2020年的 8倍。

非洲多国力促新能源项目落地
撒哈拉以南地区光伏发电微电网项目目前增至

3000 多个，预计几年内将飙升至 9000 个
■本报记者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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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北大陆架 LNG 项目。 图片来源：伍德赛德公司官网

世界最大 LNG 生产国澳大利亚面临罢工威胁

全球 LNG 大规模断供风险陡增
我国气源结构呈多元化，LNG断供风险对我国影响有待观察

■本报记者 王林

澳大利亚潜在罢工危机可能导致的全
球液化天然气（LNG）供应大规模中断，给
本就脆弱的能源供需平衡带来新挑战。 8
月以来，澳 3 个主要 LNG 出口项目西北大
陆架 （North West Shelf）、 惠斯通（Wheat鄄
stone）和高庚（Gorgon）的工人们正在酝酿
一场罢工，旨在提高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西北大陆架运营商澳大利亚最大 LNG
生产商伍德赛德， 以及惠斯通和高庚运营
商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 正在与工
会进行协商， 以阻止最早可能在 8 月底开
始的罢工行动。 彭博社指出，这 3 个项目一
旦停工将危及全球 10%的 LNG 出口。

罢工尚未开始， 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
已经出现大幅波动，凸显出全球 LNG 供需
的脆弱性。 北半球距离供暖季开始还有几
个月，但随着秋季走入尾声，供暖需求将促
使大规模购买启动。 这段时期任何风吹草
动都可能给气价陡增创造机会。

●●●●�罢工危机恐一触即发

据悉， 罢工行动已经获得澳公平工作
委员会批准并得到了 99%项目工人投票通
过，罢工似乎一触即发。

由澳大利亚工会和澳大利亚海事工会
组建的联合工会近海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工人们寻求改善基准工资和工作条件，
以及加强工作保障。

罢工行动预计将包括 30 分钟到 4 小
时的停工、拒绝卸下除食物、水或医疗用品
以外的货物，并且不排除全面停工的可能。
近海联盟表示， 罢工行动开始前会提前通
知项目运营商。

虽然伍德赛德和雪佛龙不断安抚工人
们，并寻求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
但谈判并不顺利。 路透社 8 月 15 日消息
称， 伍德赛德未能就员工薪资问题与工会

达成协议。由于罢工风险骤增，雪佛龙高庚
项目已经停止部分现货销售。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截至 6 月 30 日的
12 个月内，澳大利亚 LNG 行业创造了 680
亿澳元（约合 450 亿美元）出口收入。

●●●●�LNG 供应短缺或加剧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信息服务公司安迅
思指出， 这 3 个 LNG 项目年产能超过
4000 万吨，约占澳 LNG 总产量 50%。 “以 6
万吨标准货物规模计算， 罢工可能导致每
月 50 至 60 次货物运输中断。 ” 安迅思
LNG 分析师罗伯特·宋格估计称。

瑞士信贷澳大利亚能源分析师索尔·

卡沃尼克则认为， 罢工行动持续一个月，
300 万吨 LNG 供应将受到影响，相当于 44
船货从市场上消失。

根据国际天然气联盟数据， 澳大利亚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 LNG 生产国，去年全年
出口量 8090 万吨, 占全球 LNG 市场份额
20.2%。 澳目前有 10 个液化设施，年名义总
产能 8770 万吨。其中，西北大陆架 LNG 年
产量约 1690 万吨，高庚 1560 万吨，惠斯通
约 890 万吨。

根据伯恩斯坦研究公司评估， 最坏情
况下，这 3 个 LNG 项目全面关闭，将导致
4100 万吨年产量消失， 约占全球 LNG 供
应量的 11%。

澳大利亚约 75%的 LNG 都出口至亚

洲，大部分是长协合约。睿咨得能源咨询公
司指出，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至少 2600
万吨 LNG 出口至中国、 日本等亚洲国家，
这约占澳 LNG 出口总量 60%以上。

●●●●�高气价将再次降临

值得关注的是， 欧洲几乎没有进口澳
LNG， 但澳 LNG 供应中断的潜在威胁，仍
然将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推升至近两个月
的新高, 这显示出欧洲地区对能源安全的
紧张情绪。

标普汇编数据显示，8 月 9 日，欧洲基
准天然气价格短暂突破 40 欧元/兆瓦时，
日内涨幅一度超过 40%。8 月 15 日，欧洲基

准天然气价格增长 13%。
油价网指出，现货 LNG 价格目前保持

稳定，但未来两个月合同价格正在上涨，涨
幅 10%至 15%不等。 一些对价格更敏感的
买家如印度， 已经选择不接受近期提供的
2024 年 LNG 供货报价。

高盛指出，如果罢工谈判最终破局，天
然气价格走高在所难免， 欧洲基准天然气
价格甚至会在夏季剩余时间里达到至少
50 欧元/兆瓦时。

●●●●�对我国影响不会太大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中
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 LNG进口国，进口
量达到 3344.4万吨，同比增长 7.2%。

澳 LNG 断供是否会给我国带来较大
冲击？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罢工引
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价格上， 因为一旦断
供，LNG 价格势必走高。 “对我国而言，影
响不会太大， 一方面我们持续寻求多元化
供应，另一方面管道气消费占比更高。 ”

事实上，从结构来看，我国天然气气源
呈现以国内天然气气藏开采为主、 进口管
道气和进口 LNG 为补充的特点。

“高价影响的主要是局部市场， 尤其
是严重依赖 LNG 的日本、 韩国等东部国
家。 ”林伯强表示，“就罢工本身而言，从历
史上看，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可以用储备
顶一顶，真正受影响的还在价格层面。 ”

据悉， 日本是澳大利亚 LNG 最大买
家，约占澳 2022 年总销量 40%。 日本和韩
国是西北大陆架 LNG 最大买家，而惠斯通
和高庚的 LNG 主要销往日本。

LNG 贸易公司 Trident 全球交易主管
托比·科普森表示：“潜在罢工风险会促使
买家比预期中更早开始竞标。 ”

美国大力推动汽车电动化转型， 目标
到 2030 年电动汽车至少占新车销量 50%，
眼下正在全美建设 50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
站，寻求“无处不充电”的愿景。 然而，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日前几份来自美本土
调研报告撕开了“美解决充电焦虑无能”的
遮羞布， 强调虽然各州之间存在差异，但
“充电站少于加油站， 充电费高于加油费”
仍是普遍现象。

●●●●�充电站数量少、充电时间长

根据美国大型车队线上支付服务商
CoastPay 调查，目前在美国平均每 1000 英
里道路上大约有 104 座加油站， 但充电站
数量仅 22 个。 总体而言，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呈逐年落后于电动汽车保
有量的态势，而且不见好转。

全美 50 个州中， 只有马萨诸塞州、罗
德岛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马里兰
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犹他州和华盛
顿州的充电站比加油站多， 但多的程度并
不相同，且仍然无法赶上电动化转型速度。
马萨诸塞州拥有最密集的电动汽车充电
站，平均每 100 平方英里就有 31.4 个电动
汽车充电站，而加油站数量只有 18.4 座。

值得关注的是， 多州呈现出不同程度
的“充电拥挤”情况。新泽西州、夏威夷州和
华盛顿州每个充电站服务的电动汽车数量
最多， 其中新泽西州每个充电站服务超过
17 辆电动汽车，无形中增大了包括排队在
内的整体充电时间， 给电动汽车大规模且
快速普及带来挑战。

充电等待时间越长， 电动汽车购买欲
望越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至少目前
依然有相当多的美国消费者更信赖燃油
车，整体而言，电动汽车接受度依然很低。

●●●●�充电设施供需失衡严重

CoastPay 通过研究全美各州充电站密
度差异发现，电动汽车数量相对较多的州，
并没有配备更完善的充电设施。也就是说，
电动汽车采用率高的州，反而“充电焦虑”
更严重，这主要是充电供需严重失衡所致。

内华达州电动汽车注册数量比全美平
均水平高出 49%， 但州内每英里道路上的
充电站数量比全美平均水平低 19%。 俄勒
冈州电动汽车注册数量比全美平均水平高
出 56%， 但州内每英里道路上的充电站数
量比全美平均水平低 14%。

与之相反，罗德岛州电动汽车注册数量

比全美平均水平低 26%， 但每英里道路上的
充电站数量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 205%。

2021 至 2023 年间， 新泽西州增加了
大约 1500 个充电站， 两年内增长 58%；同
期， 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分别增加了 18%
和 25%的充电站数量。即便如此，充电设施
仍然不够用。

●●●●�充电费高于加油费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截至 8 月
15 日， 全美汽油均价为每加仑 3.86 美元
（约合 6.72 人民币/升）。 叠加维持在高位
的通胀率，这个夏季，美加油成本并不低。

这似乎对电动汽车车主是个好消息，
但根据安德森经济集团基于美今夏汽油
均价、居民用电价格、商业充电价格、燃料
和电动汽车税等因素研究发现， 美国大
多数电动汽车充电费用仍高于燃油车加
油费用。

关于充电和加油的费用，不同车型有
不同结果。 对于卡车来说，加油和充电费
用大致相同，而对于入门级和中档的轿车
和 SUV 而言， 在家或公共场所充电的费
用都高于在加油站加油的费用。豪华轿车
和 SUV 则介于两者之间，如果在家充电，
可能比加油便宜一些；但如果在公共场所
充电，则可能比加油贵一些。

“中等价位汽油车的加油成本更低，每
行驶 100 英里大约需要 11 美元，而同等价

位的电动汽车则需要 13 到 16 美元。”安德
森经济集团创始人帕特里克·安德森表示。

《华盛顿邮报》指出，充电价格会因地
域以及充电设施而异，加上道路税、电池
效率、电动汽车购买退税等因素，各州充
电成本不同，但总体结论是在美充电比加
油要贵。

帕特里克·安德森介绍称，美国目前通
用二级充电器和三级快速充电器， 其中二
级充电器每小时可增加约 30 英里续航里
程，合每千瓦时约 0.2 美元。 三级快速充电
器比二级充电器快近 20 倍， 可以在 20 分
钟内为电动汽车充满 80%电量， 但价格通
常为每千瓦时 0.3 至 0.48 美元， 几乎与某
些地区汽油价格相当。

快速充电器通常比在家充电贵 3 到 4
倍，就长途旅行或运输而言，电动汽车并没
有比汽油车胜出多少。虽然业内不断强调，
电动汽车车主在家充电时间要长于在公共
充电桩充电，但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美
国 60%公寓建于 1959 至 1989 年间， 这些
老旧物业通常缺乏电力基础设施， 无法支
持多个二级充电器同时运行， 升级费用至
少高达 3 万美元。

“将州电动汽车税、家庭充电成本、约
10%充电传输损失等因素叠加到一起，电
动汽车相对燃油车的优势似乎只剩下排
放少这一点,而这一点根本无法成为普通
民众购车的首选要素。”帕特里克·安德森
坦言。

充电站少于加油站、充电费高于加油费仍是普遍现象

美汽车电动化转型囿于充电焦虑
■本报记者 王林

95 号州际公路马里兰州段休息站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站。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