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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投资继续稳居全球榜首中国绿色投资继续稳居全球榜首
■本报记者　王林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年度世界能源
投资报告》指出，2024 年全球能源领域投
资将首次突破 3 万亿美元，其中 2 万亿美元
将投向清洁能源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电
动汽车、核电、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能
效改进和热泵技术等。按照国家划分，中
国继续维持全球最大清洁能源投资国地
位；按照行业划分，太阳能和光伏技术继续
独占鳌头。

■■ 中国稳居全球
清洁能源投资之首

国际能源署表示，2024 年清洁能源投
资最大的国家仍然是中国，预计将达到
6750 亿美元；欧盟预计 3700 亿美元；美国
预计超过 3150 亿美元，是 2020 年的 1.6倍。

2024 年，得益于国内需求强劲，中国
继续占据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领域最大份
额，投资主要集中于太阳能、锂电池、电动
汽车、电网等领域。

可再生能源整合和现有基础设施升
级，将进一步推动电网和储能投资增长，预
计 2024 年全球电网领域投资将达到 4000
亿美元左右，其中 80% 资金将来自中国。
2024 年全球电池储能技术投资将超过 500
亿美元。

中国、美国和欧盟将占 2024 年全球清
洁能源投资 2/3，凸显出全球范围内清洁
能源投资不均衡情况。

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清洁能源
支出水平仍然较低，今年预计将首次超过
3000 亿美元，仅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15%
左右，远低于要满足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
能源需求所需水平。不过，非洲 2024 年清
洁能源投资将比 2020 年增加近一倍，达到
400亿美元。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
“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持续降低的成本，
以及能源安全考量，推动清洁能源支出持
续增长。不过，对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
国家而言，能源投资必须投向‘最需要的地

方’，因为他们严重缺乏负担得起的、可持
续的和安全的能源。”

■■ 太阳能投资
超其他清洁投资总和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4 年全球太阳能
和光伏技术投资将达到 5000 亿美元，超过
其他所有清洁发电技术总和。

据了解，随着技术进步，近年来太阳能
电池板价格大幅下降，投资回报率随之增
长。2023 年，风能和太阳能行业投资回报
率是 10年前的 2.5倍甚至不止。

与此同时，核电等其他低碳能源投资
也在迅速增加。2024 年，约 9% 的能源资
金将投向核电，总额约为 800 亿美元，这约
是 2018 年的两倍，凸显出全球范围内核电
复苏的趋势。

过去 10 年，全球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一
直在缓慢下降，但降幅仍然不足以满足应
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目标的需要。国际能源
署对化石燃料高水平支出感到担忧，并表
示如果不进一步削减资金，世界将不太可
能实现气候目标。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4 年全球油
气上游领域的投资有望增长 7% 至 5700 亿
美 元 ，中 东 地 区 占 据 投 资 主 导 地 位 ，到
2024 年底清洁能源仅占中东地区能源投
资总额的 15% 左右。目前，中东地区化石
燃料和清洁能源投资比重为每投资 1 美元
于化石燃料，只有 0.2美元投向清洁能源。

与此同时，尽管许多大型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声称为绿色转型投入大量资金，但
这些公司平均只有 4% 的投资预算用于清
洁能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煤炭投资仍
在持续增加，2023 年批准的新煤炭项目超
过 50吉瓦，是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批准率。

■■ 发达国家
“有偿”气候援助引争议

油价网指出，资助全球能源转型仍是

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绿色投资虽然持
续增长，但低碳转型成本也在同步上升。
另一方面，原本应该在气候融资方面帮助
欠发达国家的富裕经济体，却一直在进行

“有偿”气候援助，这进一步拖累了能源转
型和气候行动脚步。

美国斯坦福大学最新调查指出，七国
集团成员国经常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
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所谓的气候融资，且附
带市场利率，而非此类贷款的典型贴现利
率。同时，还附带额外条款，包括要求债务
国购买债权国产品或原材料、雇用债权国
的工人、聘请债权国公司来完成所资助项
目等。

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每年将向
欠发达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

金，这些资金主要通过公共和私营领域筹
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5 月 29 日表示，
发达国家 2022 年才首次兑现提供约 1000
亿美元帮助较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
诺，比原定时间晚了两年。

2015 年至 2020 年间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的气候援助总额约为 3530 亿美元，
其中国家对国家的直接出资金额为1890亿
美元。在国家对国家直接投资中，高达54%
的资金不是援助形式，而是有偿贷款，其中
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是放贷最多的国家，
美国出资 95 亿美元中 31% 是有偿贷款，法
国出资281亿美元中90%是有偿贷款。

显然，发达国家正在将气候援助打造
成“利己项目”，通过放贷的形式“资助”相
对落后经济体，这不仅无法给后者气候行

动和减排带来助力，甚至还给其经济带来
严重拖累。

路透社指出，2017 年法国向厄瓜多尔
某港口城市提供了一笔约 1.18 亿美元的专
项贷款，用于建设空中缆车，旨在减少交通
领域减排，但项目投运后，根本无法实现预
期收益与减排目标，反而给厄瓜多尔增加
了 1.24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发达国家做法，敦
促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真正的、实质性
的财政支持。德国智库海因里希·伯尔基
金会表示，涉及气候治理的投融资及其相
关服务不应该成为“牟利工具”。环保组织

“气候行动网络”指出，贷款占据了气候融
资最大份额，这严重违背气候正义和公平
的理念。

近日，中国华电集团发布 2024 年首批
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系统采购开标，项
目规模 5.1GWh，平均投标报价为 0.598
元/Wh，最 低 投 标 报 价 仅 为 0.495 元/
Wh，引起行业关注。从中标价格看，今
年年初储能系统价格还在 0.8 元/Wh 附
近，而目前价格已下滑至 0.5 元/Wh 左右，
仍有走低趋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储能行业低价
竞争仍会持续，不过降价空间不会太大。
随着储能市场进入大浪淘沙阶段，储能企
业将进一步推动产品迭代升级，未来要通
过技术提升与创新实现有效降本。

■■ 报价持续走低

5 月 29 日，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柴动力”）发布
5MWh 液冷储能系统电气分部件框架协
议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海辰储能和楚
能新能源分别成为该项目第一、第二中
标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济柴动力此
次招标对储能电池系统及电芯分别作
出了最高限价。其中，储能电池系统最
高 限 价 为 0.478 元/Wh，电 芯 最 高 限 价
0.33 元/Wh。

6 月 15 日，国家电投新疆塔城裕民铁
列克提 10 万千瓦储能配置 40 万千瓦风电
项目电池储能系统及附属设备采购标段
中标结果公布，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以 20640 万元中标该项目，折合
单价 0.516 元/Wh。据悉本次共有 28 家企
业参与，储能系统报价范围 0.511—0.681
元/Wh，平均报价 0.579 元/Wh。其中，21
家报价均低于 0.6元/Wh。

储能系统价格与电芯原材料价格和市场供需
情况高度关联。2023 年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下滑使
得储能电芯成本大幅下降，而随着前期大规模扩
张的产能得到释放后，市场出现供需错配，低价竞
争情况蔓延至系统集成端，储能系统招标价格不
断走低。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许多企业采取低价策略。
“现在整体储能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竞争非常激烈，
很多企业为了中标拿订单，宁愿不赚钱也要做这笔
生意。”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中国电池产
业研究院院长吴辉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吴辉进一步分析：“就近期而言，原材料价格并
未大幅下降，但储能系统与电芯价格仍在下滑，已
接近不少相关企业的成本线。尤其是对于部分中
小企业，在规模效应还不显著的情况下，这一价格
已使其生存压力加大。”

有业内人士分析，整体看来，今年第二季度储
能系统虽然价格跌幅有所收窄，但目前供需失衡状
况短期内仍难以缓解，低价竞争格局仍会持续。

■■ 大电芯成为主流

虽然当前储能企业的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
缩，但行业降本增效诉求强烈，推动储能电芯产品

向成本更低的大容量电芯发展。研究机
构 InfoLink Consulting 指出，2024 年第一
季度 300Ah+产品在全球大储市场渗透率
为 22%，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渗透率将会接
近50%。

目前，宁德时代、远景动力、海辰储
能 、瑞 浦 兰 钧 等 多 家 企 业 都 已 推 出
300Ah+储能电芯产品，部分企业正朝着
500Ah+乃至 1000Ah+快速迈进。

从今年以来央国企集中招标中标情
况来看，大电芯也已成为主流。5 月，国
家 电 投 东 方 能 源 海 兴 新 型 储 能 项 目
200MW/400MWh 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设
备采购招标公告，要求储能系统电池单
体的标称容量≥314Ah；同月，国信能控开
启 2024 年国能信控本部承揽设备类磷酸
铁锂电池采购，从三个标段的采购量看，
314Ah 电池数量明显高于 280Ah；前述济
柴动力发布的 5MWh 液冷储能系统电气
分部件框架采购招标公告，明确电池采
用不低于 314Ah 的磷酸铁锂电池。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央国企采购
招标频频点名 314Ah 大电芯，将进一步加
速其市场渗透率。与此同时，随着大电
芯的普及应用，储能系统价格也有了更
多下降空间。不过受访人士均表示，未
来储能系统价格下滑空间已不会太大。

“储能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目前部分材
料价格已有回调的趋势。”吴辉认为。

■■ 竞争比拼加剧

目前国内储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生存压力激增。高工产业研究院预
测，2024 年储能产能将持续过剩，供过于

求成为市场主基调。储能系统环节竞争压力显著
高于电芯环节，无序低价竞争仍会存在。同时，央
国企储能子公司陆续入局，叠加具备核心零部件供
应能力的集成企业，纯集成企业市场份额将被不断
挤压，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性提升，预计 50% 以上的
储能系统企业会被淘汰出局。

“当前储能赛道拥挤，经过这一轮淘汰赛后，
能留下来的都是技术实力较强的企业，劣质产能
将会被淘汰。”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目前储能企业聚
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目前因供需失衡导致储能
系统价格降低，未来要通过技术提升与模式创新
真正拓展成本下降空间。在行业周期性调整背景
下，要避免陷入拼价格带来的无序竞争，加强技术
创新、提升产品性能才是企业在市场长期立足的
根本。

在吴辉看来，产品和渠道是储能竞争的焦点。
“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市场的发展，都考验企业的
渠道开拓能力。就产品自身而言，现在储能电池
的单体容量越来越大，以 314Ah 电芯为代表的产
品在今年会加速渗透，企业要将大容量、长循环等
满足下游需求的性能作为下一代的产品开发的重
点。行业内一直关注的储能产品安全性问题，未来
也会通过技术提升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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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县域开发光伏县域开发，，多重难题待解多重难题待解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中国能源报》记者在近日召开的县域绿色低碳
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随着农村能源革命持续推进，
以分布式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正逐渐取代散煤、秸
秆，有望成为农村电力和供热的新主力。

■■ 促进乡村振兴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处长刘晓龙表示：“农
村传统的生产用能和生活用能需要进一步发展，以
往的散煤和秸秆燃烧热效率低、污染大，可用作生物
质能开发的大量固体废物难以处理。此外，农村化
石能源基础设施薄弱，且价格相对较高，阻碍农村产
业发展。但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低、阻力小，
资源和需求统一，有巨大发展空间。”

此前，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
合印发通知，经申报、评估和审核，将河北省围场县、
山西省浮山县、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等 15 个县（市、
区、旗）纳入首批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名单。国家能
源局等多部门印发的《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试点县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占比超过 30%，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占比
超过 60%。

刘晓龙表示，近年多地将光伏和畜牧养殖、农业
种植、林业治沙等产业结合，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经
济性。热泵、电锅炉等多种新能源供热手段逐渐取
代散煤燃烧。未来，农村可立足绿色制造业，吸引一
批就业人口，成为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

■■ 加强土地监管

近年大力推进农村光伏开发的同时，用地问题
浮出水面。去年开始，各级政府逐步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随
着新能源用地政策逐步收紧。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被国家能源局列入整县光伏
推进名单，灵丘县能源局局长郭云鹏表示，当地已初步
形成风电、光伏、储能等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格局，新能源
总装机达888.43兆瓦。“我们兼顾生态和耕地保护，能源
项目大多利用荒地、弃用地、坡地等开发建设。”

北方光伏电站规模化开发中，存在忽视生态环
境保护的问题，加剧了原本脆弱生态的“二次退化”。
光伏发电项目在光伏阵列安装、电缆沟开挖、逆变器
和升压站建设期间，对原有的地表植被容易造成破
坏。项目运营后，为防止电弧火灾，电站往往需要冬
春季节清理地面，造成地面长时间裸露，且为了不遮
挡阳光不能栽高于两米的树种，客观上加剧了水蚀、
风蚀发生频率与强度。

郭云鹏指出，当前光伏开发生态修复仍缺乏有
效监管。依照相关规定，光伏开发企业会在事前上
交保证金，保证开发后的水土保持和土地复垦，但生
态修复的实际费用可能远高于保证金。“应建立评价
机制，优质项目发电可获得优先调度。”

■■ 重视安全问题

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3 年全国分布式光伏装
机达到 9628.6 万千瓦，其中户用光伏 4348.3 万千瓦，
部分县域的屋顶资源交由企业统筹，由于粗放式开
发，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自然资源保护
协会发布报告的《县域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指出，
房屋安全是影响屋顶光伏推进的重要因素。县域民
房，尤其是农房在建造设计时并未考虑大量屋顶承
重需求，部分光伏开发企业在安装屋顶时对房屋结
构考虑不足，导致房屋结构损坏，对人员安全造成威
胁，影响了居民的安装意愿。

“受配电变压器容量和区域消纳量制约，目前灵
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纳容量为零。我县分布式光
伏接入电网等级为10千伏电压，但区域消纳水平是根
据1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计算。”郭云鹏表示，这导致
光伏绿电消纳困难。

对此，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指出，户用光伏大量接
入让配电网承受很大压力，易造成配电变电器过载、
电网电压高、降低电能质量等问题。对此，我国多地
正推行“整村汇流”，将屋顶光伏资源整合开发，选择
合适容量的逆变器进行配置，可将区域内的光伏项
目集中汇流至 10千伏高压母线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