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要  闻□ 主编：朱学蕊 □ 版式：徐政

□ 电话：010-653694604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对话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

携 手 应 对 气 变携 手 应 对 气 变  上 合 正 在 行 动上 合 正 在 行 动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楠君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权威多
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
组织”）已经步入第三个十年，多年来其
一直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发挥着
关键作用。借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的 说 法 ，“ 上 合 组 织 和 联 合 国 是 当 今 世
界最大的两个国际组织”，其重要性可见
一斑。

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经历重大演
变的当下，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和多极
化方向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强权政治抬
头、地缘政治对抗和冲突加剧，给全球可
持续发展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增加诸多
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作为国
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被寄予厚望，以期
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发挥
重要作用。上合组织历来重视推动其成
员开展能源、生态、绿色与可持续方面的
合作，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行动？近日，
就这一话题，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分享了
自己的思考。

上合组织缘何与联合国

并列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

孙贤胜：请您简单介绍上合组织的历

史沿革。

张明：上合组织正式成立于 2001 年，
目前已经“23 岁”。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与
当时的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两国关系开始
缓 和 之 后 ，边 界 谈 判 的 进 展 也 开 始 加
速。上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和中
国 有 边 界 关 系 的 前 苏 联 国 家 包 括 俄 罗
斯 、哈 萨 克 斯 坦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和 塔吉
克 斯 坦 ，中 方 和 这 四 个 国 家 达 成 共 识 ，
边界谈判继续进行。几年之后，五国高质
量完成所有边界划定。

为增强彼此间的互信，促进边境地
区的和平安定，这五个国家做出决定，每
年 五 国 领 导 人 要 进 行 一 次 会 晤 。 1996
年，五国元首 在 上 海 举 行 首 次 峰 会 ，逐
步形成“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 年 6
月，中方在上海主持召开“上海五国”元
首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和中
国没有边界，但也踊跃加入。随后，六国
元首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除六个创始成员国之外，上合组织
2017 年首次扩员，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

成 员 国 达 到 八 个 。 之 后 又 在 2022 年 的
撒马尔罕峰会上启动伊朗加入程序，并
在今年的阿斯塔纳峰会（今年 7 月在阿
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接纳白俄罗斯
加入。目前，上合组织一共有 10 个成员
国，此外还有 2 个观察员国、14 个对话伙
伴，形成了一个有 26 个国家的上合组织
大家庭。

孙贤胜：这些年，上合组织不断推动

务实合作，坚持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之

路，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得到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的高度肯定。

张明：2023 年 9 月，我去纽约出席联合
国大会期间，会见了古特雷斯秘书长。谈
话期间，他对上合组织给予高度评价，表
示“上合组织和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
两个国际组织”。

毫无疑问，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
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虽然并不多，但从
人口角度看，成员国人口达到 33 亿，全球
任何一个除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都没
有这么多的人口；从地域面积看，上合组
织空间共约 3600 万平方公里，也是没有哪
个国际组织可以与之相比。此外，其经济
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4。

综合上述几点，古特雷斯先生所言，
我想是有道理的。

上合组织一直把能源合作

放在优先地位

孙贤胜：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

权威多边组织，上合组织在推动能源国际

合作、确保全球和地区能源供应安全方

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比较大的

成果？

张明：能源合作多年来是上合组织
框架内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纵观
我们的大家庭成员，既有能源的重要生
产国，又有能源的重要消费国；既有能源
出口大国，也有能源进口大国。同时，在
能源贸易中又有重要的能源过境国、输
送国。

从能源结构来讲，既有石油、天然气、
煤炭等丰富的化石能源，也有丰富的清洁
能源，如水能、核能等。在可再生能源方
面也有长足发展，可以说上合组织成员国
在新能源方面也走在前列。

所以，从发展特征和能源禀赋方面
讲，上合组织一定会把能源合作放在一个
优先的地位。

这些年来，上合组织就能源合作也
建立了能源部长会议机制，每年定期召
开会议，同时也会安排各类活动，以规范
和 促 进 上 合 组 织 框 架 内 的 能 源 领 域 合
作。当然，能源合作的范围也很广，包括
能源的输送安全、生产的稳定，以及可再
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可
以说，上合组织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全
方位的。

孙贤胜：我去年参加了上合组织在乌

兹别克斯坦召开的国际能源与投资大会，

感觉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乌兹别克斯坦

组织得也非常好，可以看出上合组织在应

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方面确实很深入这

些国家。上合组织近年来在生态环保与

绿色发展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合作成

果，能否分享？

张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多年来都
是上合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特别是随着
该领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上合组织在
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在增加，大家的共识
以及合作也在加强。

上合组织有一个做法，每年我们会
指定一个主题，比如 2023 年是上合组织
的“旅游年”，2024 年是上合组织的“生态
年”。上合组织能把 2024 年的主题确定
为“生态”，可以反映出其对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给予的重视。今年 7 月，我们在中国
青岛专门就“2024 上合组织生态年”举办
了一个论坛，各成员国参与，各方交流经
验、互相启发、洽谈合作，取得了很好的
成果。

与此同时，我们的环境部长会议机制
也早已建立起来，并定期召开会议。此
外，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与联合国也在
不断强化合作。

今年 2 月，我去肯尼亚内罗毕参加联
合国环境署的年会，期间还与联合国副
秘 书 长 、环 境 规 划 署 执 行 主 任 英 格·安
德 森 共 同 签 署 上 合 组 织 与 联 合 国 环 境
署 开 展 合 作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加 强 与 联
合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将有力促
进上合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深化合作，
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影响与作用。

全力把应对气候变化的

共识变成现实

孙贤胜：最近这些年，特别是《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从 2015年
达成《巴黎协定》开始，气候变化、能源转

型成为非常热的话题，各国政府非常重

视。对此，上合组织采取了哪些措施？

张明：气候 变 化 对 人 类 社 会 造 成 的
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我们的成员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也有明确共识，积极参与国际
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同时在
上合组织框架内，通过合作共同应对我
们这个地区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在
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的领导人还
做出一项决定，即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成
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小组，建立应对气
候变化的常态化机制。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相关方面指导、
促进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
作。比如冰川保护、山地的保护与发展、
咸海的治理，这些都是国际性的难题，与
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合组织
的成员国也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孙贤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确实很

大。我们注意到，在阿斯塔纳峰会上，上

合组织宣布 2025年为上合组织的“可持续

发展年”。那么在 2025年乃至以后，上合

组织又有哪些工作计划和安排？

张明：将 2025 年确定为上合组织的
“可持续发展年”，体现的是可持续发展在
上合组织的合作议程上所占据的重要位
置，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的领导
人、我们的成员国对于如何让人类赖以生
存的地球清洁、健康、稳定、和平地发展，
所表达的一种期待和使命感。

上合组织多年来给予可持续发展高
度重视，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中国，中国
在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
有着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在减贫方面的成
绩备受国际社会瞩目，这也会给上合组
织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这些年，无论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
还是在环境领域，我们都在谋求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包括包容发展、社会的公平公
正，以及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创新发展、创
新驱动等。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很多具体
的共识、具体的合作文件，上合组织都在
推进落实。

孙贤胜：阿斯塔纳峰会还通过了若干

重要文件，包括《2030年前经济发展落实

行动计划》《2030 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

略》，以及《投资者协会章程》等。未来，上

合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

域推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理念和工作思

路是什么？

张明：可持续发展也好，绿色发展也
好，环境保护也好，对上合组织而言，这
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持续努力
的过程。

首先，上合组织在这些领域的努力不
会间断。同时，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轮值
主席国，不久前专门发布上合组织轮值主
席国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充分包括了
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中国
作为轮值主席国所提出的工作口号是“弘
扬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在行动”，其中的关
键词就是行动。

作为创始成员国，中国多年来对上合
组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
仅仅在于取得共识、达成相关文件，更重
要的是把文件转化为能够汇集到各个成
员国、汇集到各个成员国老百姓的具体措
施、具体行动上。

接下来，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在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从高层
进行规划推动；另一方面，我们将落实、落
实再落实，把这些共识变成现实。

“你好，未来”能源金话筒高端访谈——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前秘书长孙贤胜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

对话现场。 张楠君/摄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12 月 9—10 日，第
五届新型电力系统国际论坛暨第二十届
中国南方电网国际技术论坛在海南博鳌
成功举办。论坛以“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吸引了
来自国内外能源电力主管部门和企业、行业
协会、科研院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会，共探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路径，共绘新型能源体系
建设蓝图，共谋全球能源电力合作未来。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藏粤直流
开工建设在即，西部的清洁能源将以更大
规模持续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
港等负荷中心。”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

组书记孟振平在致辞中表示，该公司大力
推动能源供给结构更“绿”，南方区域新能
源实现爆发式增长，装机近 1.8 亿千瓦、成
为第一大电源，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供给
格局基本形成。

此次论坛由南方电网公司主办，邀请
来自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俄罗斯自然
科学院的院士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等作主旨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电网公司专家
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李立浧以《新型电网
新型电力系统的技术思考》为题作主旨演
讲。他提出，新型电网是新型电力系统和
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而新型能源体系的

核心是发展新能源，新能源的消纳和利用
依靠新型电网。他认为，新型电力系统需
要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电力系统的融合
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能源电力系统全
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吉臻表示，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分阶段、分步
骤实施，煤电保障兜底作用在很长时期内
难以改变。“低碳、灵活、高效、智能燃煤发
电是重要的未来技术方向，建议国家科技
部门和大型央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技术
创新，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南方电网公司战略总监、战略规划部
总经理兼南网科研院董事长、党委书记

郑外生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围绕大规模
新能源并网等 7 大场景，因地制宜打造
首批 35 个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今年年
底前将全部完成评估验收，遴选 15 项先
进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行推广。“接下来，还

将加快打造承载新型电力系统新技术、新
装备、新模式的试验田，将云南、海南打造
成为省域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预计到 2035
年南方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建成。”

近年来，南方电网公司加快打造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先行地，为海南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按下“加速键”。以论坛所在地博
鳌东屿岛为例，目前岛内基本实现能源
供给全绿色化、能源消费全电气化，相比
2019 年 减 碳 97%，实 现 近 零 碳 目 标 。 预
计到 2035 年，海南全面建成新型电力系
统示范省，清洁能源发电装机、电量比重均
达 90% 以上。

论坛期间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数字仿
真平台 DSP 等 4 项南方电网公司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的最新成果，并举办 6 个分论坛，
与会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
系统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体制机制，聚焦
新能源、数字电网、柔性构网、智慧用能、
新型储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共商务
实合作，为全球能源治理变革贡献智慧。

（陈细英 韩海光）

第五届新型电力系统国际论坛暨第二十届中国南方电网国际技术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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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粤直流工程开工在即，2035 年南方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建成

图为今年 6月建成投运的云南首个 500千伏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500千
伏光辉输变电工程。 金鑫/摄

图为海南 500千伏主网架工程有效推进大规模新能源电力消纳，有力支撑海

南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建设。 郑喆/摄 图为海南省琼海市博鳌东屿岛上的南方电网光储充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站。宋印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