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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背景下中拉清洁能源
合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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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推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中国在能源转型背景下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

选择ꎮ 拉美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地区ꎮ 从发展历程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经历了从水能到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以及核

能多领域共同发展ꎬ 从工程承包模式到 “投融资 ＋ 建设 ＋ 运营”
模式融合发展的转变ꎮ 在政治、 经济金融整体合作ꎬ 资源与技术优

势互补的基础上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顺利ꎬ 实现了政策互通与

供需对接ꎮ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后疫情时代拉美经济复苏、 实

现拉美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为中拉清洁能源持续性合作提供了发展

机遇ꎮ 但是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ꎬ 既有来自拉美内

部的政治、 经济风险ꎬ 又有来源于美国的竞争挤压ꎬ 以及源自中国

本身的清洁能源制度建设困境和融资困境ꎮ 展望未来ꎬ 进一步拓展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 加大与发达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

加强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协调应对风险能力ꎬ 能够深化中国与拉美清

洁能源合作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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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推能源转型、 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全

球发展趋势ꎮ 清洁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ꎮ 从消费结构上看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间ꎬ 清洁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 １３ ３％ 升至

１５ ７％ ꎬ 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更是从 １ ８％ 升至 ５％ ꎮ 从装机规模上

看ꎬ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间ꎬ 全球太阳能、 风能和地热能装机容量从 １８２ ６ 吉瓦跃

升至 １２２３ １ 吉瓦ꎬ 累计增长 ６６９ ８％ ꎮ 从发电量上看ꎬ 同一时期ꎬ 全球水能

累计增长 １２３％ ꎬ 非水可再生能源累计增长 ４４０ ６％ ꎮ① 由此可见ꎬ 全球清洁

能源ꎬ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展势头迅猛ꎮ 目前ꎬ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

和风能生产国以及可再生能源境外投资国ꎬ 是全球清洁能源的引领者ꎮ 并且ꎬ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ꎬ 支持清洁能源的国内外发展将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和推进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实现自身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ꎮ②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以下简称 “拉美地区”) 是全球清洁能源市场

最活跃、 清洁能源装置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巴西、 墨西哥和智利

就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市场行列ꎮ③ 拉美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参

与方ꎬ 也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ꎬ 目前ꎬ 中国与巴西、 阿根廷、
智利、 厄瓜多尔等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清洁能源合作ꎮ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

的具体现状如何? 从既有成果上看ꎬ 中拉能够实现清洁能源合作的合作动

力是什么?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哪些机遇

与挑战? 本文旨在聚焦上述问题ꎬ 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窥探中拉清洁能源合

作的全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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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ＢＰ 公司数据区分统计了水能、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 发电量以及装机容量ꎬ 此处

的清洁能源指的是水能、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总ꎬ 原始数据来源于 ＢＰ 数据统计ꎬ 比重由笔者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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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 白皮书以及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都强调了推动能源转型、 推进绿色

能源体系建设和低碳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ꎮ 参见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１ / ｃ＿１１２６８８７６０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ꎻ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３ / ｃ＿１１２７２０５５６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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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目前ꎬ 学界对清洁能源的认知可分为三种ꎮ 第一种观点认为ꎬ 清洁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等同ꎮ①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定义ꎬ 可再生能源指的是可循环再

生、 直接来自于太阳或者地球内部的能源ꎬ 包括太阳能、 风能、 潮汐能、 水

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以及由可再生资源产生的生物燃料和氢气等ꎮ② 第二种

观点认为ꎬ 清洁能源应包括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ꎮ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玉卓认为ꎬ 将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画等号的认知忽视了各类能源的资源整

合、 技术耦合与协同发展ꎬ 实际上是局限了清洁能源的内涵ꎮ 他认为清洁能

源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ꎬ 还包括经过清洁处理以及污染较低的化石能源 (如
天然气和煤层气)ꎮ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ꎬ 尽管较石油污染排放量低ꎬ 但天然气

和煤层气等在严格意义上仍属于传统化石能源ꎬ 而核能尽管属于不可再生能

源ꎬ 但污染排放量低ꎬ 应该纳入清洁能源的范畴ꎮ 因此ꎬ 清洁能源应该是可

再生能源与核能的加总④ꎬ 本文所讨论的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第三种观点的认

知下展开ꎮ
传统能源合作包括能源贸易、 能源投资、 能源工程承包和能源金融合作ꎬ

其中能源贸易主要是指与东道国的石油、 煤炭、 天然气等贸易往来ꎮ 与传统

能源合作不同ꎬ 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较少涉及能源贸易ꎬ 这是因为清洁能源

贸易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跨境电力贸易ꎮ 中国和拉美距离遥远ꎬ 跨境电力贸

易成本太高ꎬ 资助拉美清洁能源发展、 推动拉美内部电力贸易是合作的主要

形式ꎮ 由此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要表现在能源投资、 能源金融合作和能源

工程承包三方面ꎮ
从时间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分为两个阶段ꎮ 起步阶段的合作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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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寇静娜: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兴起: 主体与议题»ꎬ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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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卓: «中国清洁能源的战略研究及发展对策»ꎬ 载 «中国科学院院刊»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３１ 页ꎮ

徐斌、 陈宇芳、 沈小波: «清洁能源发展、 二氧化碳减排与区域经济增长»ꎬ 载 «经济研究»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１８９ 页ꎻ 李昕蕾: «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 挑战与战略

性能力建设»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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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援助和能源工程承包以及中拉双方技术交流为主ꎬ 并主要在水电领

域展开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在中厄 «经济技术和科学合作基础协定» 和 «贷款合作协

定» 的基础上ꎬ 中国确立援建厄瓜多尔 ８ 座小型水电站项目ꎬ 中方负责提供

发电设备和技术指导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江泽民主席、 李鹏总理、 朱镕

基副总理、 中国的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等多次参观考察伊泰普水电站ꎬ 就

三峡工程的筹建、 生产、 运营等方面问题向巴西 “取经”ꎮ② １９９８ 年ꎬ 苏里南

“波洛科庞多农村输配电工程” (该输配电网的电源取自阿福巴卡水电站) 由

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 江苏金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

司施工并在中国友发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监理下完成ꎬ 并于 １９９９ 年顺利并网送

电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随着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有序拓展ꎬ
国际工程承包仍是主流ꎬ 但规模较 ２０ 世纪有所扩大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间ꎬ 中国水电顾问工程集团公司参与了委内瑞拉博高诺托斯水电站和拉里维

萨水电站的勘测设计ꎻ ２００３ 年ꎬ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 (以下简称 “中国水

电集团”) 中标伯利兹恰里洛水电站建设项目ꎬ 这是中国水电集团成立以来签

约的第一个美洲地区项目ꎮ 但是ꎬ 相较而言ꎬ 此时中国水电项目走出去的目

的地仍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国周边ꎬ 对拉美的合作十分有限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拉清洁能

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ꎬ 合作由此进入迅速发展阶段ꎮ 从合作领域上看ꎬ 中

拉水能合作发展迅速ꎬ 并逐渐拓展到风能、 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ꎮ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拉水能合作达到高潮ꎮ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

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显示③ꎬ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企业在巴西水能领域的投融资装机容量高达 １５５７２ 兆瓦ꎬ 占对

拉美水能投融资总装机容量的 ７７％ ꎮ 另外ꎬ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

“中国国开行”)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对厄瓜多尔、 阿根廷等国的水电领域进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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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建厄瓜多尔的 ８ 座小型水电站分别是龙巴基、 金萨洛马、 埃尔埃斯塔多、 安卡马尔卡、
莫耶图罗、 拉波尼塔、 查乌查、 印达格水电站ꎮ 参见常流、 王波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１ 年)»ꎬ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５０８ 页ꎮ

韩琦: «拉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合作精神: 以伊泰普水电站为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８ － １９ 页ꎮ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是一个交互式数据平台ꎬ 展示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 / 或开发性金融

机构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参与的海外电厂信息 (交易类型、 装机容量、 贷款方、
能源类型、 项目状态等) 及其碳足迹估算ꎮ 参见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ｐ / ? 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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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融资ꎮ 同一时期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对拉美的风能、 生物质能和太

阳能投融资的装机容量也分别高达 ２７６５ 兆瓦、 ７８８ 兆瓦和 ５６７ 兆瓦ꎬ 比如中

国进出口银行对古巴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的融资、 中国国开行对智利太阳

能项目的融资、 国家电网对巴西风电公司的并购等ꎮ① 除了政策性银行外ꎬ 其

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和信贷公司也对拉美地区的清洁能源进行了融资ꎬ 所以其

规模更大ꎮ 例如在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参与了阿根廷罗马布兰卡

(Ｌｏｍａ Ｂｌａｎｃａ) 的风电项目融资ꎬ 这也是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参与的第一个清洁

能源项目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罗马布兰卡一期、 三期项目正式并入阿根廷国

家电网系统ꎬ 总装机容量高达 １００ 兆瓦ꎬ 可满足 １０ 万户居民用电ꎮ②

从合作形式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向 “投融资 ＋建设 ＋
运营” 融合发展ꎮ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国际工程承包由 “建设—融资分离” 模

式向 “带资承包” 模式转变ꎬ 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中国电力公司的海外拓展

向 “建设—经营—转让” 模式 (ＢＯＴ) 和 “带资承包” 模式转变ꎮ③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后ꎬ 西方国家投融资能力下降ꎬ 中国企业、 银行加大了海外投资布

局的步伐ꎮ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以并购、 绿地投资和贷

款的形式向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高达 ２４ ３ 吉瓦ꎮ 目前ꎬ 将

投融资与工程承包、 项目运营相结合的 “投融资 ＋ 建设 ＋ 经营” 模式逐渐成

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主流ꎮ
从制度建设上看ꎬ 中拉双多边政策沟通机制和清洁能源制度建设为合作

铺路架桥ꎮ 首先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围绕整体合作展开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中拉在既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双多边政策沟通机制ꎮ 从双边看ꎬ 中拉积极

推进双边对话机制ꎬ 譬如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中国—阿根廷

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机制、 中国—墨西哥战略对话机制等相继建立ꎮ④ 从多边

看ꎬ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一大批中拉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建立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中

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通过了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关于更多中国政策性银行和企业对拉美风能、 太阳能等领域投融资的案例参见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ｐ / ? 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１].

«中企投资承建的阿根廷最大风电项目群更多项目投运»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ｗｅｒ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５ / ｃ＿１２１０９９３７７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邴凤山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２００４ 年)»ꎬ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３３４ 页ꎮ
江时学: « “一带一路” 延伸推动中拉合作进入新阶段»ꎬ 载 «当代世界»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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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ꎬ 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简称 “中拉论

坛”)ꎮ 在中拉论坛的引领下ꎬ 包括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中拉科技创新论

坛、 中拉智库论坛等在内的合作机制纷纷成立ꎬ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

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 等合作文件也顺利

签署ꎬ 极大促进了中拉整体合作的进程ꎮ① 尤其是ꎬ 随着拉美地区成为 “一带

一路” 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ꎬ “一带一路” 制度框架成为实现

双方战略发展对接的新动力ꎮ 中拉多边合作机制高屋建瓴ꎬ 成为中国在拉美

推广清洁能源合作的政策制度保障ꎮ 其次ꎬ 中拉双方积极推进与清洁能源相

关的制度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双方政府委托ꎬ 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

创新研究中心 (简称 “中巴气候与能源中心”) 在清华大学成立ꎬ 旨在为中

巴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合作牵线搭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巴气候与能源中心

的基础上ꎬ 中拉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联合实验室在中国科技部的支持下成立ꎬ
旨在促进中拉双方在清洁能源、 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ꎬ 旨在推动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ꎬ 助力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古巴和危地马拉是创

始伙伴国ꎮ② 最后ꎬ 从企业层面上看ꎬ 中国企业积极为开拓拉美市场建构制度

基础ꎮ 比如在水电领域ꎬ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中国水电集团先后在委内瑞拉、 厄瓜

多尔、 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等国建立了代表处和分公司ꎬ 成为中拉水能工程

合作的桥头堡ꎮ 目前ꎬ 拉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第三大

市场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集团、 中国水利水电

第十一工程局和第八工程局等跻身中国在拉美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前三十企业

排名ꎮ③

从具体领域上看ꎬ 水能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重点ꎮ 中国海外电力资产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在全球范围内

—２２１—

①

②

③

«中国—拉共体论坛»ꎬ 外交部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ꎮ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ｇａｔｅ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８]

«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介绍»ꎬ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ｇｃ
ｎｅｔ / ｇｙｗｍ / ｌｍｊｓ / ２０２００７ / ｔ２０２００７２６＿１０２０７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ｍ/ ２０２１０１ / ２０２１０１２００１４１０１４０３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５]ꎮ
中国企业除了直接参与水电站、 风电厂、 太阳能电厂的建设外ꎬ 还参与到输配电基础设施建设中ꎬ 所

以事实上的合作规模更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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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领域投融资的总装机容量为 ３４２３２ 兆瓦ꎬ 在拉美地区为 ２０１７４ 兆瓦ꎬ 主要

集中在巴西、 厄瓜多尔、 阿根廷和智利 ４ 国ꎮ 其中ꎬ 中国在巴西和智利水电

装机容量分别为 １５５７２ 兆瓦和 ５０１ 兆瓦ꎬ 以并购和绿地投资为主ꎻ 在厄瓜多

尔和阿根廷为 ２２８４ 兆瓦和 １８１７ 兆瓦ꎬ 均由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融

资ꎮ 在现有计划内ꎬ ２０２１—２０３３ 年间中国在拉美水电投融资的装机容量将会

再增 ２３４ 兆瓦 (见图 １)ꎮ 除直接对水电站进行投融资外ꎬ 中国企业还积极参

与拉美当地的输配电建设ꎬ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国家电网对巴西美丽山水电站

一二期输电工程的投资、 建设与运营ꎮ 该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 中国技

术走出去ꎬ 更是有效解决了巴西南部用电难的问题ꎬ 改善了当地民生福祉ꎮ①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风能、 太阳能合作较水电晚ꎬ 但近年来发展较快ꎮ 巴

西是最主要的合作对象ꎬ 合作最典型的方式是投资ꎮ 从形式上看ꎬ 中国太阳

能、 风能企业率先以并购的方式进驻巴西市场ꎬ 但从未来发展趋势上更倾向

于绿地投资ꎮ 根据中国海外电力资产数据库ꎬ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企业在

巴西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投资项目绝大部分以并购的方式实现ꎬ 而 ２０２０ 年后

则出现了大量计划内绿地投资项目ꎮ 除巴西外ꎬ 中国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有太

阳能和风能投资ꎬ 但规模较小ꎮ 例如ꎬ 包括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天合光能

股份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太阳能企业预计对墨西哥

的 ７ 个项目进行投资ꎬ 总装机容量将高达 ９４２ 兆瓦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了智利的蓬塔塞拉 (Ｐｕｎｔａ Ｓｉｅｒｒａ) 风电项目ꎬ 总装机

容量 ８２ 兆瓦ꎮ 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参与了拉美太阳能和风能行业融资ꎬ 但规

模较投资小ꎮ 在风能领域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仅中国国开行向厄瓜多尔比洛

纳科 (Ｖｉｌｌｏｎａｃｏ) 风电站进行了融资ꎬ 这也是该国的第一座风电站ꎮ 在太阳

能领域ꎬ 阿根廷最大的太阳能项目———高查瑞光伏园区一期二期均由中国进

出口银行提供融资ꎮ 除投融资外ꎬ 中国企业还以国际工程承包的方式积极参

与对拉美地区的风能、 太阳能开发的合作ꎮ 例如ꎬ 阿根廷罗马布兰卡的 ４ 个

风电项目由中国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中国电建集团担任工程总承包

商ꎬ 建成后每年将为该国减少 １８０ 万吨碳排放ꎬ 极大地促进阿根廷的能源

转型ꎮ②

—３２１—

①

②

« “美丽山” 里的中国电力高速公路»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２ / ｃ＿１１１８０２４０４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８]

«中国 “大风车” 助力阿根廷能源结构升级»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ｗｅｒ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８ / ｃ＿１２１０１０２４０９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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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中拉在生物质能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力度也有所增强ꎮ 中国海外

电力资产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中国企业在巴西参与投资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

量高达 ７６８ 兆瓦ꎬ 其中国家电网国际发展公司下属的巴西 ＣＰＦＬ 新能源公司控

股多个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三峰环境产业集团公司下属三峰卡万塔公司签订巴西

圣保罗州巴路里市垃圾发电项目焚烧炉及余热锅炉设备供货合同ꎬ 成为中巴

生物质能合作的代表性项目之一ꎮ① 阿根廷是中拉核能合作的重点国家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中国和阿根廷签署了 «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
和 «合作在阿根廷建设重水堆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ꎬ 标志着中国核电技术正

式出口拉美地区ꎮ② 目前ꎬ 中国 “华龙一号” 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阿根廷核

电站 (例如阿图查 ３ 号) 建设中ꎬ 开辟了中拉核能技术合作的新篇章ꎮ

图 １　 中国对拉美清洁能源领域投融资总装机容量变迁 (２０１１—２０３３ 年)
资料来源: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ｐ / ? ｌａｎｇ ＝ ｚｈ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总的来说ꎬ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后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进展迅

速ꎮ 从领域上看ꎬ 早期合作以水能为主ꎬ 风能、 太阳能、 核能和生物质能合

作在近 １０ 年内发展起来ꎬ 成为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亮点ꎮ 从合作对象上看ꎬ
巴西、 阿根廷等南美大国是主要合作国ꎮ 从合作形式上看ꎬ 合作早期以国际

工程承包为主ꎬ 但目前已经形成了 “投融资 ＋建设 ＋运营” 的融合发展模式ꎮ
总的来说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近 １０ 年内发展势头迅猛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

—４２１—

①

②

«中巴可再生能源合作空间广阔»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０６０８ / ｆ５８ｅ４０６ｅｅ２０３４１１ｄａｃｃ９ａ９６８７５４９７０ｅｃ / 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华龙一号: 原创三代核电技术引人瞩目 (走进央企看创新)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与多国的核

能领域合作»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１ / ｃ＿１２９０５
１０２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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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走出去的重点区域之一ꎮ

二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发展基础

从既有成果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与中拉政治、 经贸、 金融、 传统能

源合作并行互促ꎬ 是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和实践优势与拉美清洁能源资源优势

相结合的产物ꎬ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ꎮ
首先ꎬ 中拉日益建立的政治互信和持续发展的经贸、 金融关系是清洁能源

合作顺利展开的根本保障ꎮ 在政治上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拉关系经

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ꎮ① 目前ꎬ ２４ 个拉美国家与中

国建立了外交关系ꎬ １０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ꎬ １９ 个拉美

国家与中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文件ꎮ② 中拉政府间的政治互信为中

国企业、 银行走进拉美清洁能源行业起到了指引作用ꎮ 一方面ꎬ 通过搭建中拉

政策协调的平台ꎬ 为中国企业、 银行规避政治风险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政府间协

调ꎬ 中方了解到拉美国家国内清洁能源市场发展诉求ꎬ 中国政府能有的放矢推

动企业走出去ꎮ 经贸关系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 “压舱石”ꎮ 在贸易领域ꎬ ２０００
年中拉贸易额仅为 １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０ 年达 １８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首次超过 ３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国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ꎮ 在投资领域ꎬ 根

据中国政府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４３６０ ５ 亿美元ꎬ 占

中国海外投资总存量的 １９ ８％ꎬ 拉美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ꎮ③

在融资领域ꎬ 中拉以双多边的形式展开务实合作ꎮ 在双边形式上ꎬ 中国政策性

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积极推动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和人民币清算业务ꎮ 波士顿大

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拉金融数据库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国

—５２１—

①

②

③

崔守军: «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特征、 动因与挑战»ꎬ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一带一路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ｊｇ / ｇｂｇｋ / ７７０７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 年)»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ｚｓ / ２０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１０２９１７２０２７６５２ ｐｄｆꎮ 注: 王永中和徐沛原认

为ꎬ 中国官方统计的对拉直接投资总额将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金额也计算在内ꎬ 导致在

反映投资的国别 (地区) 分布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和失真ꎮ 他们根据 Ｄｅａｌｏｇｉｃ、 ＦＤＩ 资讯和美国传统

基金会的微观项目数据重新分析了中国对拉直接投资ꎮ 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对拉美的真实直接投

资存量为 １０７０ ５ 亿美元ꎬ 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ꎮ 参见王永中、 徐沛原: «中国对拉美直接

投资的特征与风险»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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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向拉美地区融资 １３６０ 亿美元ꎬ 拉美成为中国政策性

银行海外融资的主要目的地ꎮ① 此外ꎬ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在内

的商业银行也与智利、 阿根廷等国开展了人民币清算业务ꎬ 有力助推了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ꎮ 在多边形式上ꎬ 一方面ꎬ 阿根廷、 巴西、 厄瓜多尔积极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 玻利维亚、 智利、 秘鲁、 委内瑞拉也成为意向成员

国ꎮ② 另一方面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９ 年主导成立了 “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ꎬ 这

是第一个中拉政府间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ꎮ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是经贸、 金融合

作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中拉双多边经贸、 金融合作的达成和金融机制的建立有效

促进了清洁能源合作ꎻ 反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也能够推动整体经贸、 金融关

系进一步发展ꎮ 总的来说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始终在双方良好的政治、 经贸、
金融合作背景下展开ꎮ 例如在融资领域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分别

在水能、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领域向厄瓜多尔、 阿根廷、 智利、 古巴等国

提供贷款 (见图 ２)ꎬ 而这些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ꎮ

图 ２　 中国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拉美各国清洁能源融资状况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 ｅｄｕ / ｃｇｅｆ / ＃ / ｉｎｔｒｏ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其次ꎬ 拉美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对清洁能源的高度依赖性是合作的前

提ꎮ 拉美具有丰沛的水能资源ꎬ 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 流域面积最广、
支流最多的河流ꎬ 流域面积内的巴西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 水电利用率

—６２１—

①

②

Ｋｅｖｉｎ Ｐ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ｙｅｒｓꎬ “Ｃｈｉｎａ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ｍａｐ＿ｌｉｓｔ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Ａｓｉ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ａｉｉ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ｏｆ － ｂａｎ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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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国家之一ꎬ 巴西对水电的高度依赖是中巴在水电领域能够展开持续合

作的重要原因ꎮ 同时ꎬ 拉美地区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ꎮ 根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ꎬ 全球有 ２０％ 的人口生活在 ７０ 个光伏发电条件优越的国

家ꎬ 长期日均光伏发电量 (ＰＶＯＵＴ) 水平超过 ４ ５ 千瓦时 /天ꎬ 阿根廷、 智

利、 墨西哥、 秘鲁位列其中ꎮ① 例如智利北部地区的年平均日照时间达 ４０００
小时ꎬ 辐射水平高ꎬ 是拉美地区太阳能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ꎮ 拉美地区还

是全球风能潜力最大的地区ꎬ 哥伦比亚、 巴西、 阿根廷南部拥有丰富的风能

资源ꎮ 同时ꎬ 拉美地区对清洁能源的依赖度较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拉美地区一次能

源供应中石油所占比重为 ４０％ ꎬ 生物能源为 ２２％ ꎬ 天然气为 ２０％ ꎬ 水能为

８％ ꎬ 煤炭为 ７％ ꎬ 太阳能、 风能为 ２％ ꎬ 核能为 １％ ꎬ 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的比重超过 ３０％ ꎬ 远高于世界均值ꎮ② 此外ꎬ 从电力系统的角度上看ꎬ 不

少国家已经形成了全球碳排放量最少的电力系统ꎮ③ 以水能为例ꎬ 拉美地区是

全球水力发电利用率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该地区电力供应的一半以上为水电ꎬ
其中巴西、 巴拉圭、 巴拿马、 乌拉圭、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等国水力发电占

本国总发电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６０％ ꎮ④ 清洁能源在拉美既有能源消费格局

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拉能够开展清洁能源合作的原因之一ꎮ
再次ꎬ 中国具备与拉美展开清洁能源合作的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ꎮ 中国

的清洁能源技术在 ２０００ 年后走向成熟ꎬ 目前ꎬ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设备制造国ꎮ 在水能领域ꎬ 中国拥有向全球出口水电设备的经验ꎮ 新中国早

期的对外援助中就有水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中国政府以对

外援助的形式与朝鲜、 阿尔巴利亚、 几内亚、 刚果等国合作修建水电站ꎬ 在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水电生产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经验ꎬ 为新时期中国开展

国际水能合作夯实了基础ꎮ⑤ 在太阳能领域ꎬ 中国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较为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４６６３３１５９２８１７７２５２４２ /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ＩＥＡꎬ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ｓｏｕ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３０]

张锐: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拉美能源转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９ 页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ｅｎａ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ＩＲＥＮＡ / Ａｇｅｎｃ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３０]
中国政府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朝鲜政府合作修复了水丰水电站ꎬ 合资建设了云峰水电站、

老虎哨 (渭源) 水电站和太平湾 (新义州) 水电站ꎬ 并自 ６０ 年代开始与非洲国家合作建立了几内亚

金康水电站、 刚果布昂扎水电站、 赤道几内亚毕科莫水电站等ꎮ 参见常流、 陆钦侃、 潘家铮主编:
«中国水力发电年鉴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年)»ꎬ 北京: 水力发电杂志社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５４３ － ５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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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产业链ꎮ 从地理空间上看ꎬ 全球太阳能技术中心呈现 “美国—日本—
中国” 的转移现象ꎬ 中国目前是太阳能专利活动最活跃的国家①ꎬ “美国繁荣

联盟” (ＣＰＡ) 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 (Ｊｅｆｆ Ｆｅｒｒｙ) 也声称ꎬ 中国制造商在

全球太阳能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ꎮ② 从产业链上看ꎬ 与芯片不同ꎬ 中国光伏产

业在原材料市场、 电池及其组建技术、 市场占有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体系ꎮ③ 其一ꎬ 光伏产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是晶体硅ꎬ 中国是全球晶体硅的主

要生产国ꎮ 其二ꎬ 全球排名前十的光伏组件企业中有 ７ 家是中国企业ꎬ 全球

光伏市场中超过 ７０％ 的组件由中国制造ꎮ④ 其三ꎬ 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市场中

处于领先地位ꎬ 福布斯的报告显示ꎬ 全球十大太阳能公司中ꎬ 有 ８ 家是中国

公司ꎮ⑤ 中国风电产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ꎬ 目前ꎬ 中国

风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ꎮ⑥ 尽管中国风电产业走出去的规模不

如水能和太阳能ꎬ 但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技术与实践ꎮ 包括金风科技、 远景

能源等在内的中国风能企业已经在拉美市场顺利开展项目ꎮ
最后ꎬ 中拉传统能源合作为清洁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中拉传统能

源合作的历史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标

秘鲁塔拉拉油田ꎬ 中拉油气合作由此拉开序幕ꎮ⑦ 此后ꎬ 中国与巴西、 委内瑞

拉、 秘鲁、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国在贸易、 投融资和工程承包等

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ꎮ 在石油贸易领域ꎬ 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逐步推进ꎬ 中

国对石油需求不断增长ꎬ 中拉石油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ꎬ 目前ꎬ 巴西和委内

瑞拉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原油来源国ꎮ⑧ 中国与巴西、 委内瑞拉等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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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春娟、 宋博文: «全球太阳能技术中心转移及核心主题演进研究»ꎬ 载 «中国科技论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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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换石油” 模式一方面多元化了中国石油资源来源ꎬ 另一方面也纾解了东

道国的债务 “瓶颈”ꎬ 达成了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ꎮ① 中国不仅是拉美石油开

发的主要参与方ꎬ 而且积极参与拉美油气基础设施建设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开始承建贯穿巴西东南—东北的卡塞内 (Ｇａｓｅｎｅ) 天然气管道工

程ꎮ 卡塞内项目全长 １２７７ 公里ꎬ 建成后年输气量为 ７２ 亿立方米ꎬ 堪称巴西的

“西气东输” 工程ꎮ 在中石化的精心建设下ꎬ 卡塞内项目圆满完工ꎬ 不仅有效缓

解了当地旱季水力发电站供电不足的紧张局面ꎬ 而且为当地创造了约 ３ 万个就

业岗位ꎬ 产生了正外部效应ꎮ② 中拉油气合作与清洁能源合作并行互促ꎮ 在巴西ꎬ
中巴石油合作赢得了良好的信誉ꎬ 为清洁能源合作打开了市场ꎬ 目前ꎬ 巴西不仅

是中国化石能源主要伙伴国ꎬ 更是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ꎮ

三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在全球能源转型顺利进行、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优势互补、 并行互促ꎬ 合作前景广阔ꎮ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ꎮ

第一ꎬ 维持气候稳定、 实践能源转型的全球发展趋势为中拉清洁能源合

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ꎮ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ꎬ 推动清洁能源持续

发展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中拉共同的战略选择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习近

平主席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 “绿色复苏”
贡献中国力量ꎬ 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ꎬ 努力争取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中国政府发布了 «新时代的中国能

源发展» 白皮书ꎬ 强调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在持续贯彻 “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中的重要性ꎮ④ 为应对气候变化、 兑现 «巴黎气候协定»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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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西方学者将这种 “贷款换石油” 的模式恶意曲解为 “新殖民主义” 行为ꎮ 事实上ꎬ 这种

“贷款换资源” 的模式在全球金融发展史上是常见现象ꎮ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ꎬ 中日之间就逐步形

成了 “资源换贷款” 的 “双赢” 模式———日本承诺提供技术、 设备、 建设器材以及基础设施融资支

持ꎬ 中国则同意以同等金额的原油和煤炭进行偿付ꎮ 参见 [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著ꎬ 沈晓雷、 高

明秀译: «龙的礼物: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６ －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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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ꎬ 拉美各国也分别制定了新的减排政策方案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智利宣布新的

减排方案ꎬ 致力于在 ２０２５ 年实现碳达峰ꎬ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巴西环境部长里卡多萨勒斯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Ｓａｌｌｅｓ) 宣布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

４３％的减排目标ꎬ 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ꎮ② 实现拉美地区的减排目标需要更

多投融资ꎮ 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ꎬ 仅在电力基础设施领域ꎬ 拉美要实现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的目标就需要增加大约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ꎮ③ 总的来说ꎬ 中拉

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共有承诺以及拉美为兑现减排目标的资金需求为中

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第二ꎬ 拉美地区持续的电力需求是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先决条件ꎮ 尽管

拉美地区目前的获得电力指标值较高ꎬ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ꎬ 其电力需求量仍将不断增长ꎮ 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显示ꎬ 到 ２０４０ 年拉

美地区的电力需求量将增至 ２９７０ 亿千瓦时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的 １８ 倍ꎬ
预计超过 ８０％的电力需求来自于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

委内瑞拉等国家ꎬ 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一半以上 (见表 １)ꎮ 一方面ꎬ 水电

作为拉丁美洲的主要用电构成ꎬ 到 ２０４０ 年ꎬ 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减

少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ꎬ 仍可能会保持潜在增长ꎬ 中拉水能合作仍具备发展

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 拉美国家希望达成水电与其他清洁能源平衡意识的加强为

中拉非水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例如ꎬ 为改善能源结构ꎬ 阿根廷政

府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 ２０％ ꎬ 并给予了风电建设项目减

税的优惠政策ꎮ
第三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能够助推拉美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ꎮ

首先ꎬ 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必要性ꎮ 拉美相当一部分国家石油资源丰富ꎬ
尤其是巴西、 委内瑞拉ꎬ 作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ꎬ 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美元ꎬ
其实现能源和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ꎬ 因为扩大清洁能源

的利用率能够多元化能源来源ꎬ 增加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性和抗压性ꎮ
其次ꎬ 拉美能源和经济转型具有可行性ꎮ 一方面ꎬ 能源转型能够带来实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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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拉美地区电力需求量预计增长情况 (单位: 亿千瓦时)

国家 (地区)
电力需求量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４０ 年
总增长率 (％ )

阿根廷 １３９ ２１３ ５２ ７

巴西 ５７０ １１２０ ９６ ４

智利 ７３ １７５ １３９ ５

哥伦比亚 ６５ １５９ １４５ ８

墨西哥 ２９７ ５５６ ８７ ２

委内瑞拉 １１８ １９１ ６１ ４

其他 ２９０ ５５６ ９１ ７

拉美地区 １５５３ ２９７０ ９１ ２

资料来源: Ｌｅｎｉｎ Ｈ Ｂａｌｚａꎬ Ｒａｍóｎ Ｅｓｐｉｎａｓａꎬ ａｎｄ Ｔｏｍａｓ Ｓｅｒｅｂｒｉｓｋｙ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ｔｏ ２０４０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０]

济利益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计ꎬ 在未来 １０ 年中ꎬ 全球电力系统的转型可

能带来超过 ２ ４ 万亿美元的净经济收益ꎮ① 根据预测ꎬ 每年用太阳能和风能取

代 ５００ 吉瓦的煤炭发电将会削减高达 ２３０ 亿美元的成本ꎬ 并产生价值 ９４００ 亿

美元的经济刺激ꎮ② 美洲开发银行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也显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

拉美向零碳经济转变将会导致与化石燃料工业、 动物性食品加工等行业相关

的 ７５０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ꎬ 但同时ꎬ ２２５０ 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会随着可再生电

力、 林业等低碳产业的发展而产生ꎮ 也就是说ꎬ 抵消化石能源的岗位流失后ꎬ
还有 １５００ 万个新岗位将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产生ꎮ③ 另一方面ꎬ 清洁能

源ꎬ 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发电成本持续降低ꎬ 为拉美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

转型提供了发展机遇ꎮ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ＩＲＥＮＡ) 的数据显示ꎬ 全球太

阳能和风能成本一直呈现下降趋势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间ꎬ 全球太阳能光伏

(ＰＶ) 成本下降幅度达 ８２％ ꎬ 聚光太阳能 (ＣＳＰ) 成本下降 ４７％ ꎬ 陆上风电

和海上风电成本分别下降 ４０％ 和 ２９％ ꎮ④ 最后ꎬ 中国不仅在清洁能源领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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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具备了技术优势ꎬ 更是具有对清洁能源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优势ꎮ 国际能

源署的报告认为ꎬ 中国擅长将快速成型技术 (ＲＰ 技术)、 公共采购、 低成本

融资和内部市场部署相融合ꎬ 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上的试错容忍度较高ꎬ 是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独特优势ꎮ① 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既有优势和持续的技

术创新优势将成为拉美经济结构转型的催化剂ꎮ
第四ꎬ 后疫情时代ꎬ 清洁能源成为刺激拉美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新冠疫情的复合效应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更为严峻ꎮ 联合国拉

美经委会的报告显示ꎬ 拉美地区是受新冠疫情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ꎬ ２０２０
年经济平均收缩 ７ ７％ ꎬ 为 １２０ 年来之最ꎮ② 并且ꎬ 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动荡

严重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劳动力市场ꎬ 尤其导致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消费大幅降

低ꎬ 数以百万计的拉美工人失业ꎮ③ 作为一套完整的产业链ꎬ 清洁能源本身能

够吸纳新投融资和就业ꎬ 但相当一部分拉美国家的电力部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债务负担持续加重ꎬ 本身几乎没有新建项目的能力ꎮ④ 中国虽然也遭受了新冠疫

情冲击ꎬ 但良好的经济恢复状况、 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优良的清洁能源技术为

后疫情时代的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作提供了动力ꎮ
尽管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前景广阔ꎬ 但仍面临挑战ꎬ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ꎮ 第一ꎬ 从第三方的视角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来自西方大国尤其

是美国的挑战ꎮ 西班牙 «国家报» (Ｅｌ Ｐａíｓ) 的报告声称ꎬ 如果说大国之间的

斗争首先是商贸ꎬ 其次是技术ꎬ 那么未来几十年的关键战场将是气候ꎬ 在应

对气候变化中掌握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将是 ２１ 世纪经济的主导者ꎮ 因此ꎬ 争

夺清洁能源投融资和技术的主导权将会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关键ꎮ⑤ 气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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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气候密切相关的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角力场ꎬ 中美作

为气候地缘政治的中心ꎬ 必将展开新的技术与市场竞争ꎮ① 拜登政府在竞选初

期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ꎬ 力图通过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投资实现 ２０３５ 年无碳污染发电和 ２０５０ 年零排放目标ꎮ② 拜登上台后不仅重启

“绿色新政”ꎬ 将其作为应对气候挑战、 实践经济复苏的关键思维框架③ꎬ 还

将应对气候变化确定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尤其重视

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ꎬ 并提出了承诺 １０ 年内将太阳能成本削

减 ６０％ 、 投资 １７４０ 亿美元支持电动车制造业发展等具体政策支持清洁能源行

业发展ꎮ 拉美一直是拜登重点关注地区ꎮ 在担任副总统时期ꎬ 拜登就曾 １６ 次

访问拉美ꎬ 环境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之一ꎮ④ 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举行的气候峰会

上ꎬ 美国国务院宣布扩大对拉美可再生能源倡议的技术援助ꎬ 将与美洲开发

银行、 拉美能源组织和全球电力系统转型联盟合作促进拉美可再生能源产能

提升ꎮ⑤ 可以预见ꎬ 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ꎮ 鉴

于拉美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传统地位ꎬ 中国在拉美清洁能源领域影响力的上

升势必引发美国的顾虑与猜忌ꎬ 未来中美在拉美地区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趋

势有可能加剧ꎮ
第二ꎬ 从东道国的视角上看ꎬ 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治理的差异性

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长期合作的障碍ꎮ⑥ 从国家层面上看ꎬ 拉美政治经济政策

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将会影响到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持续性ꎮ 无论是从投

资、 融资还是工程承包上看ꎬ 长期性是能源合作的重要特征之一ꎮ 例如在水

电行业ꎬ 一个项目的投融资、 建设以及运营管理历时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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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涛等人认为ꎬ 中国与拉美在国家、 行业和企业层面均存在诸多差异ꎬ 这些差异构成了中

国企业投资拉美基建领域的挑战ꎮ 参见陈涛涛、 徐润、 金莹、 顾凌骏: «拉美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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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东道国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进行投融资的关键考量ꎮ 拉美地区

政治局势复杂、 政党更迭频繁、 经济政策变幻莫测都是影响中拉清洁能源持

续合作的不确定因素ꎮ 从社会治理上看ꎬ 中拉在劳工法案、 环境条例等方面

的差异构成了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阻碍ꎮ① 例如ꎬ 阿根廷的孔多尔克利夫

(Ｃｏｎｄｏｒ Ｃｌｉｆｆ) 和拉巴兰库萨 (Ｌａ Ｂａｒｒａｎｃｏｓａ) 水电站建设最初由中国政策性

银行提供融资ꎬ 但由于其环境影响评估不符合当地环保条例ꎬ 导致阿根廷最

高法院下令暂停该项目ꎮ②

第三ꎬ 从国内的视角上看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面临制度建设尚未健全、
行业规范不统一、 融资难的困境ꎮ 其一ꎬ 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

段ꎬ 因此在制度建设、 行业规范上仍处于摸索阶段ꎬ 对中拉清洁能源持续合

作构成了挑战ꎮ 从制度建设上看ꎬ 一方面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过程中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契合度仍有待提升ꎬ 一条以企业竞争为主、 政府引导为辅的国际

化新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另一方面ꎬ 当前许多清洁能源合作项目还处于摸

索阶段ꎬ 一些中国企业在投标竞争、 项目建设过程、 管理移交中都面临困境ꎬ
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化建设ꎮ 从行业规

范上看ꎬ 不同清洁能源中资企业间的标准、 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标准难

以统一ꎬ 导致中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存在沟通障碍ꎮ 其二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

作面临融资难的困境ꎮ 能源融资具有融资金额大、 融资周期长的特点ꎬ 以中

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银行因具备国家信用、 拥有巨额

国家储蓄作为支撑而成为中国传统能源海外融资的主体ꎮ 但是ꎬ 目前中国非

水清洁能源融资主要是由民营企业提供③ꎬ 在拉美也是如此ꎮ 中国海外电力资

产数据库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中国政策性银行对拉美清洁能源融资

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水能领域ꎬ 对非水清洁能源领域的融资较少ꎮ④ 由于民营企

业资产规模较小ꎬ 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ꎬ 为解决融资困境ꎬ 加大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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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背景下中拉清洁能源合作探析　

银行的参与具有必要性ꎮ

四　 结语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取得良好进展ꎬ 为中国在其他地

区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示范意义ꎮ 首先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的顺利

进行是因地制宜、 互利共赢的结果ꎮ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顺利开展要求中国政

府、 企业加强对东道国国情调研ꎬ 平衡与东道国政府、 企业间的利益分配ꎬ
实现合作双方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ꎮ 其次ꎬ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善于利用中国

国家储蓄和外汇储蓄的资本优势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中国清洁能

源企业走出国门ꎬ 树立了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新风向ꎮ 最后ꎬ 中拉清洁

能源合作重视投融资形式创新ꎬ 形成了政策性银行、 企业并购、 绿地投资融

合发展的多样化投融资方式ꎮ 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践行

南南合作的 “试验田”ꎬ 也为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深化 “走出去” 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教训ꎮ
在新的发展阶段ꎬ 中国政府与企业可从如下三方面进一步拓宽对拉清洁

能源合作空间ꎮ 首先ꎬ 加强与中美洲国家清洁能源合作ꎮ 目前ꎬ 中拉清洁能

源合作项目大部分集中在南美地区ꎬ 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模仍有限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 “双多边电力互联”、 鼓励

公共和私人投资竞争等方式在电力供应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ꎬ 但该地区仍有

数百万人不能获得电力供应ꎮ 因此ꎬ 中国可利用自身优势援建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中低收入国家的电力系统ꎬ 比如树立模范项目来获得地区国家的肯定ꎬ
通过重视与区域内外部发展援助机构的合作实现竞争最小化等ꎮ 其次ꎬ 加强

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ꎮ 欧美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行业规

范、 咨询、 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ꎬ 而中国具备国际清洁能源合作的

技术和经验优势ꎮ 因此ꎬ 展望未来ꎬ 在对拉清洁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把握第三

方市场合作机遇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ꎬ 提高合作效率ꎮ 最后ꎬ 强化企业与

政府沟通机制ꎮ 目前ꎬ 中国清洁能源尤其是非水清洁能源国际化过程中ꎬ 民

营企业参与程度更高ꎬ 但民营企业本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 信

用缺乏的困境ꎬ 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ꎬ 继续以开发性金

融助力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尤为重要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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