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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0年经历
10次大停电

本报讯 近日，美国能源部公布
一组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间，美国经
历了 10 次大规模停电事故，影响波
及多个州，造成巨大损失。

据了解，美国能源部将“超过5万
名客户一小时或更长时间内被中断
电力服务”定义为“大停电”事故。按
照这一标准，2013 年至 2023 年期间，
美国出现了10次大停电事故，全部由
极端天气引起，特别是飓风和冬季风
暴，导致了这其中的8次大停电事故。

根据美国能源部梳理，2017 年，
飓风艾尔玛导致的停电事故位居这
10 次大停电事故榜首。该飓风影响
到美国东南部多个州和附近的岛屿，
其中，佛罗里达州受影响最大，350
万人无电可用，造成的损失总额超过
500 亿美元。而得克萨斯州则是近
10 年间遭遇停电事件次数最多的
州，统计显示，2021 年的冬季风暴、
2017 年的飓风哈维，以及 2013 年的
一场冬季风暴均导致得克萨斯州遭
遇大停电事故。

美国大停电事故频发，凸显其输
电基础设施面对极端天气时的脆弱
性。据了解，截至 2023 年，70% 的美
国输电线路已经运行超过 25 年，这
使它们更容易出现停电、受网络攻击
和引发火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
率和强度也在增加。

业界普遍认为，解决相关基础设
施脆弱性是当前美国电力系统迫在眉
睫的任务，同时也是美国未来几十年
维持可靠电力供应的关键。 （宗合）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报告显示，全球电
力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飙升，特别是近
年来风靡全球的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产业，对电力供应数量和质量的
要求更是双双“水涨船高”。据该机构估
计，到 2026 年，仅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的
电力消耗就将占到全球电力需求的4%。

而在日立能源全球高压业务单元负
责人韩柏鹤（Markus Heimbach）看来，当
前，电力系统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电力
需求大幅增长，随着能源转型持续推进，
可再生能源电力大规模接入电网，电网的
复杂性也在逐步增加。“为大量接入可再
生能源电力，电网需要大幅提升灵活性和
韧性，同时，还要满足其自身脱碳需求。

这就要求相关产品既要确保可靠性，还要
兼具环保性能。这给技术创新提出了新
挑战。”

韩柏鹤认为，全球范围内，为保障可
靠、清洁的电力供应，电力系统持续转型升
级不可或缺，随之带来相关技术、设备更新

换代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的力量
正逐步凸显出来。

“今年 8 月，在巴黎大电网会议上，日
立能源公布了我们首个 550 千伏环保型气
体绝缘封闭式组合电器（GIS）产品。这是
我们目前能够达到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的
环保型高压开关产品。”韩柏鹤向《中国能
源报》记者表示，“这款产品的研发得到了
中国技术团队，特别是厦门高压技术团队
的大力支持，加速了这款产品的落地。特
别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这项技术最早是从
欧洲引进中国市场的，现在，通过中国本土
研发团队的创新，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的
需求，同时又服务于全球市场。”

据了解，日立能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率
先推出 GIS 技术，为全球成百上千个城市
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持。1999 年，日立能源
将 GIS 和气体绝缘金属封闭线路（GIL）制
造基地落户厦门。发展至今，厦门日立能
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已成为日立能源全球
最先进的集研发、实验、制造、培训和服务

为一体的高压开关产业基地之一，不仅为
中国国内多个变电站项目提供设备产品，
同时还将业务拓展到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为电网、新能源、数据中心等行业客
户提供领先产品。

韩柏鹤表示，厦门日立能源高压开关
有限公司的发展，见证了中国本土研发力
量的持续成长。“最早成立厦门工厂时，我
们的技术是从德国和瑞士引进，当时，我们
在中国首先发展的是生产制造和本土供应
链。”韩柏鹤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中国
本土拥有众多人才，创新能力不断显现出
来，我们也因此逐步培育本土研发团队。
起初，中国本地的研发团队还是支持欧洲
研发团队，而如今，中国的研发团队已经引
领我们整个业务的创新与发展。我们在中
国推出的技术已经不仅用于中国市场，同
时也服务于全球市场，这些本土创新能够
支持整个能源转型的进程。”

事实上，在中国制造的助力下，日立能
源在推动电力系统更清洁、更灵活和更安

全方面屡有收获。以日立能源 EconiQ 高
压产品组合为例，该产品全面摒弃了温室
气体六氟化硫的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为电网脱碳提供技
术支撑。今年，日立能源在厦门率先推出
了公司全球首套 EconiQ 550 千伏 GIS，这
是目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的无六氟化硫开
关设备，能够帮助电网在提供可靠电力的
同时实现低碳转型。

另据韩柏鹤介绍，去年，日立能源在中
东地区业务增长很快，而厦门工厂为公司
在中东拓展业务提供了许多相应的技术。

“我们的高压业务在中国快速发展，本土团
队也很好地抓住了增长机遇。”韩柏鹤表
示，“中国是日立能源全球第二大市场，十
分重要。同时，我们也看到，本土团队不仅
生产制造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创新能力也
与日俱增。现在，我们在中国的产品和技
术不仅服务中国市场，也为许多海外市场
提供支持。这些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深耕中
国市场的信心。”

日立能源全球高压业务单元负责人韩柏鹤：

电力系统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力量凸显
■本报记者 李慧

国际能源署：

全球能效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能效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本报记者 李丽旻

“能 源 效 率 提 高 是 提 供 安 全 、可 负
担、包容的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因素。” 国
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当
前，提高能效的政策和技术都已唾手可
得，希望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更快、更强
有力的响应。”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2024 能源效
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统计显示，今
年全球一次能源强度提升 1% 左右，这意味
着全球经济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升仍相对
缓慢，尚未达到既定目标。该机构呼吁各
国进一步推广能效提升技术应用范围，提
高能效领域投资规模，借助更加强有力的
政策措施推动温室气体减排。

提升能效或是减排“利器”

节能增效、提升电气化水平一直以来
都被视作降低碳排放、实现气候既定目标
的重要途径，建筑、工业、交通等诸多领域
能效提升都存在巨大空间，而电动汽车、热
泵等低碳技术的应用是实现节能降耗、提
升能效的重要手段。

《报告》显示，2010 年至 2022 年，提高
能效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减少近
70 亿吨。根据国际能源署设想，到 2030
年，加速提高能效可推动全球石油需求减
少超过 70%，天然气需求下降约 50%。以

电动汽车为代表的能源技术应用，将有望
大幅降低石油需求，进而降低用能领域温
室气体排放量。同时，低碳技术在供暖电
气化、建筑低碳改造等领域的应用将有利
于降低天然气消费量，减少总量预计将超
过欧洲今年全年的天然气使用量。如果能
够推动能效持续提升，到 2030 年，带来的
减排贡献有望占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的
30%；到 2050 年，能效提升将是实现二氧化
碳大规模减排的最主要途径，其贡献约为
37%，是实现碳减排最重要、最经济、最直
接的路径。

尽管目标明确，但《报告》也指出，过去
两年，全球能效提升速率基本持平，而根据
去年 12 月全球超过 115 个国家达成的《能
源效率承诺》，多国同意将全球能效提高速
度翻番，从此前的约每年 2% 提高到每年
4% 以上，这也意味着当前能效提升速率尚
未达到既定目标。

资金和人才挑战尚存

《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电气化水平预
计同比提升 2% 左右，意味着终端能源需求
中电力占比上涨 2%，虽然已经高于上一个
十年的平均水平，但实际上仍低于净零设
想的 4% 增长速率。

国际能源署分析认为，虽然达成目标

所需的所有技术手段都已实现大规模应
用，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但能效领域投资增
长放缓以及专业人才不足“拖累”了全球能
效提升。

《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各领
域在能效领域投资约为 660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 左右，虽然与 2019 年相比投资增
幅达到近 50%，但与 2022 年水平基本持
平，说明近年来这一领域投资增速实则有
所放缓。

与此同时，专业人才不足同样阻碍能
效提升进程。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能效
领域就业人员超过 1000 万人，但近几年这
一领域就业规模并未按照预期扩张，尤其
在供暖、空调、热泵安装、建筑等多个领域，
都存在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进而带来项
目推迟落地的风险。

此外，在伦敦大学学院能源研究所学
者特里斯坦·史密斯看来，全球贸易活动恢
复推动海运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但市
场机制缺乏和监管力度不够让能效提升相
关措施无法落实到位，诸多提高效率的手
段都无法完全投入实际应用。

政策落地是成功关键

能效提升除了能够带来显著减排效
果，还是降低居民用能成本的一大路径。

《报告》指出，欧美多国仍然受到能源供应
危机的影响，2022 年初到 2023 年中，各国
政府已经拨款约 9400 亿美元用于缓解“用
能贵”的问题，而能效提升技术应用可以在
实现可持续用能的同时，降低用能成本。

此外，极端天气愈加频繁的当下，高能
效设备对居民应对天气变化也更为重要，
高能效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设备有望节
省约 40% 用电。

在此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强调，对于达
成既定目标、缓解居民用能压力，出台能效
提升政策措施、加速推动政策落地将至关
重要。目前，全球多国都已出台最新能效

提升措施，例如，欧盟提出将在 2050 年前
完成净零建筑目标，肯尼亚显著提高建筑
能效标准，中国也提出了最新的工业能效
提升行动计划。

《报告》呼吁各国尽快落实能效提升
相关政策，加快能效提升进程，没有建立
能效标准的国家也应尽快推动相关政策
落地。

另外，国际合作也被视作达成既定减
排目标的重要方式。除气候行动外，国际
合作还有助于达成统一能效标准，加强能
效提升标准执行力度，各国还可以共享技
术能力，推动高能效产品的推广和应用。

11 月，欧洲大陆供暖季正式开启。
在俄乌过境管道天然气供应协议年底到
期不续的预期下，欧洲天然气市场对供
应中断的焦虑愈发显现。近几个月来，
由于供应风险不断增加，欧洲天然气价
格持续攀升。11 月中旬，俄气因不满合
同仲裁结果而停止向奥地利供气，奥地
利寻求从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购气；
同一时间，德国政府指示本土液化天然
气（LNG）进口终端拒绝接收任何来自俄
罗斯的货物。随后，欧洲基准天然气价
格创下去年 11 月以来最高水平。

欧洲气价节节攀升

今年对俄依赖犹在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接连对俄
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煤炭、天然气实施
禁运或限价措施，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
居高不下。

11 月中旬以来，受冬季供暖需求强
劲、供气可能中断等方面影响，欧洲天
然气价格大幅飙升。彭博社汇编数据
显 示 ，11 月 4 日 至 8 日 ，欧 洲 基 准 天 然
气价格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涨幅超过
8%，11 月 11 日至 15 日涨幅接近 9%，其
中 11 月 14 日刷新 2023 年 11 月以来最高
纪录。

天然气出口国论坛最新报告指出，
2024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欧盟经管道进
口 13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比增长 3%，
从俄罗斯和挪威的进口量增长是主因。

欧 洲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8

月，法国、匈牙利和西班牙是俄罗斯天
然气主要欧盟买家，对三国出口几乎占
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总额一半。今年，俄
罗斯已向欧盟供应价值 90 亿欧元天然
气，其中管道天然气 46 亿欧元，LNG 为
44 亿欧元。

今年前 8 个月，法国对俄罗斯天然气
进口额上升 30% 至 19 亿欧元，西班牙进
口额为 14 亿欧元。其他主要购买国还有
意大利约 13 亿欧元，希腊约 9.19 亿欧元、
斯洛伐克约 8 亿欧元、比利时约 7.09 亿欧
元。即便是刚刚被“断气”的奥地利，其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依然不减。根据
奥地利能源部数据，去年底，该国俄罗斯
天然气进口占比达 98%，今年 8 月占比达
82%，截至 9 月俄罗斯连续第 10 个月满足
奥地利 80% 以上天然气需求。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刚刚和俄罗斯
就今年取暖季达成新供气协议，天然气
将参照石油公式最优价格供应。2025 年
春季，塞尔维亚计划延长另一项与俄供
气协议，届时将通过保加利亚天然气运
输系统从“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送往塞
尔维亚，预计几年后年供应量将达到 40
亿立方米。

过境协议到期不续

欧盟难以独善其身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过境乌克兰
输送至欧洲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协议将于
12 月 31 日到期，到期不续导致供气紧张
忧虑情绪正在欧洲大陆蔓延，除非俄乌

达成额外协议或完成续约，否则欧洲爆
发新一轮能源危机近在咫尺。

几十年来，俄罗斯通过跨境输气管
道过境乌克兰，将天然气输送至斯洛伐
克、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
奥地利原本是这条管道最大接收方，正
常情况下每天接收 1700 万立方米天然
气，占该管道总输气量 40%。

乌克兰方面明确表示，不打算续签 5
年一期的中转输气协议，合同将在今年
底到期，届时该管道将关闭。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指出，乌克兰目前仍然维持不
与俄罗斯续签过境协议的决定。

俄 罗 斯 Finam 金 融 集 团 分 析 师 谢
尔盖·考夫曼表示，如果俄罗斯天然气
在 2024 年 之 后 停 止 过 境 乌 克 兰 ，乌 克
兰国家天然气公司每年将损失 10 亿美
元收入。

上半年，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从
天然气过境运输中获得 204 亿格里夫纳

（约合 5 亿美元）收入。“如果以每千立方
米 400 美元的价格（比目前现货价格低
10%）计算，每年收入将为 60 亿美元。”谢
尔盖·考夫曼表示。

11 月 8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公开表示，欧盟考虑用美国 LNG 取代
俄罗斯天然气。据悉，欧盟虽然大幅降
低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进口，但仍在大量
进口俄罗斯 LNG。

对中欧内陆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德
国和荷兰在能源危机最严重时迅速建设
LNG 进口终端来获得 LNG，但这是一个
昂贵的选择，包括更高的燃料、再气化和

运 输 成 本 。 以 斯 洛 伐 克 为 例 ，该 国 用
LNG 取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每年将多
花费 2.2 亿欧元的 LNG 过境费用。

寒冬加大供气压力

库存消耗速度加快

10 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欧洲议
会发表讲话时指出，欧盟经济增长放缓
和能源价格高企很大程度上源于欧盟放
弃使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澳 新 银 行 指 出 ，随 着 供 暖 季 节 到
来，供气压力陡增，当前，欧盟天然气消
耗速度达到 5 年多来最高水平。能源咨
询公司睿咨得能源表示，与前两年欧洲

“暖冬”对天然气需求相对较低相比，今
年冬天预计欧洲比较寒冷，天然气需求
量将进一步增加。

尽管目前欧洲地区储气库处于满蓄
状态，但欧洲能源供应链脆弱，这意味着
供气形势依然严峻。

荷 兰 投 资 银 行 能 源 分 析 师 弗 洛 伦
斯·施密特表示：“如果欧洲遭遇非常寒
冷的冬天，同时又失去来自俄罗斯的天
然气供应，那么天然气价格势必受到极
大刺激。”

随着气温快速下降，欧洲天然气库
存 消 耗 速 度 开 始 加 快 。 截 至 11 月 12
日，欧盟天然气库存已连续 10 天下降，
降 至 储 备 能 力 约 92%。 市 场 预 计 ，今
冬 结 束 时 ，欧 洲 储 气 率 将 维 持 在 45%
至 55% 左 右 ，低 于 前 两 个 暖 冬 60% 的
储气率。

如果今冬欧洲气温远低于过去两年
平均水平，今冬结束时，欧洲储气率可能
降至仅 35%，届时欧洲需要考虑未来几
个月内持续增加进口天然气，由此将导
致即使在需求下降的夏季，欧洲天然气
价格也将上涨。

欧洲今冬供气形势十分严峻欧洲今冬供气形势十分严峻
■本报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