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转 5 版

■新闻热线：010-65369478   Email：zgnyb2009@163.com  ■订阅/广告热线：010-65369482   ■举报电话：010－65369481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136 号  ■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朝外金台西路 2 号  定价：480 元/年

□主编:李慧   □版式:李立民

由“核”向“新”，中法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董梓童 王林

5 月 11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
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国事访问后
乘专机回到北京。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前，中
法打破冷战坚冰、跨越阵营鸿沟，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60 年后，中法作为独立自
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中
法关系稳定性应对世界不稳定性。

从 1978 年首度开启核电合作，到如
今核能、油气、可再生能源等多领域结出
累累硕果，能源合作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中法合
作共赢之路仍在继续，中法能源合作正转

“新”转“绿”。

始于核电，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中法能源合作始于核电。1978 年 12
月，中方宣布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
设备。随后，双方共同建设了中国大陆首
座大型商用核电站——中广核广东大亚
湾核电站，两国在核能领域的长期合作由
此开启。大亚湾核电站不仅是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工程。时至今日，大亚
湾核电站已安全运行30年，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
合作的西方国家。”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
方东葵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具有悠久历
史，自 1982 年签署首个和平利用核能合
作议定书以来，中法两国始终坚持科技
合作与产业合作并重的方针，核能合作
已成为中法两国间最为稳固的合作领域
之一。”

从大亚湾到台山再到英国欣克利角，
中法核能合作走过了从“法方为主、中方
为辅”到“中方为主、法方支持”，再到“共
同设计、共同建造”三个重要阶段。进入
新世纪，中法共同建设了采用欧洲先进压
水堆（EPR）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广东台山核
电站，并使其成为全球 EPR 首堆，中广核

台山核电一期工程成为中法两国在华能
源领域的最大合作项目。

今年，中法两国核能合作更是成果不
断。2月 29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组织与中核集团
中核工程牵头的中法联合体正式签署真
空室模块组装合同。2023 年 4 月 6 日，中
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和法国电力集团董
事长雷蒙共同签署《关于“核能支持低碳
发展前瞻性研究”蓝皮书谅解备忘录》，中
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就核能利用支撑
能源低碳发展达成共识，双方将共同对核
能领域的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趋势
进行前瞻性研究。同日，中广核党委副书
记李历与法国电力集团董事长雷蒙签署

《关于核能领域设计与采购、运维、研发合

作协议的签署声明》。
在方东葵看来，中法在核能领域的

合作推动了两国经济和能源战略的发展
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国而言，发展
核能一是推动能源结构多样化和能源安
全，二是实现技术进步和自主能力提升，
三是取得显著环境效益，四是推动经济
增长和创造就业。对法国而言，中法核
能合作商机无限，中国庞大能源市场为
法国核能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提供了巨
大发展机会，不仅可以通过在中国的项
目实现盈利，还将进一步增强在全球核
能市场的地位。

厦门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
传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中法核电
合作不仅是能源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深度

融合，更是两国能源战略选择与全球治理
担当的共同体现。

优势互补，能源合作转“新”转“绿”

中法能源合作始于核电，却不止于
核电。2019 年，中国石化与法国液化空
气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探讨加强氢能
领域合作。2020 年 10 月，国家能源集团
与法国电力集团合资建设的国华投资江
苏东台 5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落地，标
志着我国首个中外合资海上风电项目正
式落地。

今年 5 月 7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马永生和道达尔能源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潘彦磊分别代表各自

公司在法国巴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
家公司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将利用双方
的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共同探索在
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和 LNG、炼油化
工、工程贸易及新能源等全产业链合作
机会。

马永生表示，中国石化与道达尔能源
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
契机，继续深化和扩大合作，探索在可持
续航空燃料、绿氢、CCUS等低碳能源领域
的合作机会，为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 3 月，中国石化还宣布与道达尔
能源共同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助力国
际航空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双方将在
中国石化的一家炼厂内合作建设一条可
持续航空燃料生产线，利用废弃油脂生
产可持续航空燃料，提供更好的绿色低
碳解决方案。

孙传旺表示，中国具备庞大的能源市
场、高效的装备制造能力，法国拥有先进
的油气开采技术、成熟的操作经验。复杂
环境下的资源勘探与开发合作、高端能源
科技的携手研发，是中法两国在油气资源
开发和新型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典范。
通过多元化能源投资策略、能源技术创新
以及海外市场开拓等多维路径，有望共同
维护全球油气供应稳定。长期来看，中法
合作应聚焦于绿色油气技术、能源数字
化、氢能经济等新兴领域，巩固两国在全
球能源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互利共赢，携手布局“新蓝海”

在近日举行的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期间，中法企业家代表围绕产业
创新与互信共赢、绿色经济与低碳转型、
新质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三个专题进行
研讨，双方企业更是在核能、航空、制造
业、新能源等领域签署15项合作协议。

代表先进产能  丰富全球供给

““新三样新三样””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绿色力量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绿色力量
■本报记者  董梓童  李丽旻

重点推荐

储能企业
面临“冰火两重天”

美国将全面禁止
进口俄罗斯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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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
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习近平指出，中国
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
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
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
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
度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
题”。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双方在绿色和数字转型中有着广
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双方应该通
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照顾双方
合理关切。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成为中国外
贸“新三样”，保持了强劲的出口态势。然
而，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国家和媒体频频
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给“新三样”贴上
低价出售、扰动市场的标签。事实上，得
益于技术、规模和产业链优势，中国产品
经济性突出，不仅受本土市场欢迎，更被
国际市场青睐。

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加速的当下，推
动构建各国广泛参与、优势互补、共享红
利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势在必行。人为“筑
墙设垒”无法阻挡中国“新三样”发展步
伐，更不能阻挡中国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高性价比源于技术创新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王卫权看来，西方国家指责

我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的说法完全
站不住脚。一方面，某一领域内产品产量
和产能都是由市场决定，新能源产能会依
据市场需求而动态变化调节。另一方面，
设备供应商往往也会留出一些富余产能，
以备不时之需。“目前，我国新能源产能利
用水平维持高位运转，新旧产能更新迭代
也从未停止。”

王卫权进一步指出，“新三样”的亮眼
表现是国际能源市场发展需求以及中国
新能源产业链强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国对能源安全、能源转型更为关注，新
能源市场空间已经打开。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形成了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技术创
新不断，还能在保障效率可靠性的同时实
现较低成本，企业能够在具有价格竞争力
的基础上保持盈利，绝不是依靠所谓的

‘低价倾销’。”
“‘低价出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市场
总监庄英宏同样直言，“降低度电成本是
光伏行业发展的底层逻辑，目的是让更多
人享受到更实惠的清洁能源，扩大全球清
洁能源使用占比。这条路径十分明确，即
从降低成本到撬动市场、再到最终实现碳
中和目标，技术的发展服务于现实。如果
我们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去创新，结果清洁
能源使用成本反而越来越高，那与科学精
神就是背道而驰。”

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中国欧盟协会
理事王稚晟总结，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
的市场经济现象，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
例如，在经济繁荣期，市场需求推动产能
利用率提高，而在衰退期，则可能出现暂
时性的产能过剩。

海外市场青睐中国产品

王稚晟指出，西方宣传的“产能过
剩论”忽略了全球市场对“新三样”的强
烈 实 际 需 求 。“ 新 三 样 ”之 所 以 强 势 出
圈，是因为受到国际市场广泛欢迎，并
不是“消化过剩产能”。“中国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提升，能够提供具
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些都是市场规律的
正常体现。”

“如今，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供应链中
占据重要位置。这得益于中国产业链优
势。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新能源领
域拥有涵盖从材料研发、工程设计到制造
管理、总装集成的全产业链。完整的产业
链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成本和质量控制
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王稚晟补充说，中
国一直都在推动新能源产业自主创新，大
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
展，加快了新技术商业化进程，激励了相
关行业快速成长。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
和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制
造的电动汽车在续航能力和智能化方面
颇具优势，光伏组件效率和成本控制上也
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
发布的全球太阳能电池实验室最高效率
图，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及研究机构5次
打破纪录，保持在榜纪录7项。其中，中国
企业创造的全球硅基太阳能电池效率最
高纪录达26.81%。

得益于成本效益和技术成熟度，中国
企业成为很多国家的首选供应商。庄英

宏说：“我们一直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今年
也参与了海外展会，和国际客户进行交流
沟通，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新能源的热情。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下，这种对绿色
能源的需求一定是长远、持续的。”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兼新闻
发言人刘译阳强调：“我们的光伏产品高
质低价，一方面这让出口量不断增长，另
一方面从更宏观来说，我国新能源产业
及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非常有意义。”

在电动汽车领域，比亚迪、蔚来、一
汽、吉利和奇瑞等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品
牌，受到欧洲、东南亚等市场的欢迎。

西方歪曲事实筑起“小院高墙”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西方炒作“产能
过剩论”，是把中国技术、产业链等优势歪
曲为“不公平竞争”，实际是为了筑起“小
院高墙”。

王稚晟指出，“中国产能过剩论”本质
上是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舆论混淆视听，目
的是通过提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遏制
中国产业发展。“实际上，与德国、日本和
韩国相比，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
销售比例仍然较低，远不至于构成‘过
剩’、向海外‘倾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
拉斯·拉迪称：“我对‘产能过剩’的担忧持
怀疑态度。若仔细思考一下就能发现，这
意味着每个国家只能生产自己消费的产
品，那就没有贸易可言。”

在王稚晟看来，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是基于政府补贴的不公平

优势，是忽略了欧美国家在同类产品上实
行补贴和税收激励措施。“在电动汽车领
域，美国和欧洲政府提供了更为广泛和强
大的补贴措施。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
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就包含了排他性
和歧视性补贴政策，为电动汽车等清洁能
源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欧
洲多个国家也为个人购买电动汽车提供
了补贴。这种双重标准的论调完全是某
些发达国家为维护一己私利，为本国谋求
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以此限制中国产业发
展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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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东大亚湾核电基地。 中广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