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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2 

在冠状病毒危机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和韧性 

尊敬的阿尔米达·萨尔西娅·阿里沙赫巴纳执秘女士，大会主席团、各位与会代表：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与各位通过视频方式见面。首先请允许我对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 ESCAP 秘

书处长期以来给予中国能源发展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在过去几年中，中方在 EACAP 合作框架下与各成员国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能源互联互通专家

组提交的主题为“推动跨境电力互联互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的电力系统互联互通区域路线图将在本届会议进行审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能源市场经历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中国高度关注能源规模化发展、多样化开发

利用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各级政府、能源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各司其责，调动各方资源精准保障防控用能、民

生用能，确保能源供应不断。 

共同携手促进经济复苏、走出疫情阴霾，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未来，中方将继续遵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发展方向，在以下领域与各方加大合作：一是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提高能源保障机制运行的韧性。二是加大能源

科技创新协作，打破地域壁垒。三是加快建设智慧能源系统，提升能源全产业链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四是深化在 ESCAP

等国际多边机制下的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国际能源安全，为全球能源、经济复苏保驾护航。 

谢谢大家。 

 

 

 

（中国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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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3（C） 

亚太地区电力系统互联互通区域路线图 

尊敬的各位代表：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能源互联互通专家组对秘

书处全面详实的介绍表示感谢！ 

当前，各国均在致力于推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推动构

建绿色低碳的能源发展体系已成为各国的共同行动。亚太地

区作为全球人口最多、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区域，保障其电力

供应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电网的互联互通有利于实

现更大规模的电力贸易，有利于更大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增强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和消纳范围，推动更大范

围的电力可及性。 

《亚太地区电力互联互通路线图》作为亚太地区首份该

领域的政府间文件，汇集了区域内各成员国和国际专家的智

慧和努力。中方作为能源互联互通专家工作组主席单位，组

织编写了《亚太地区能源互联互通路线图》研究报告，在联

合国亚太经社会能源司和中国国家能源局的召集下，同多国

专家一道就路线图九大战略内容及落实举措进行了深入研

究，先后组织了四次专家工作组会议和多次非正式磋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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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听取并充分吸纳了各成员国和国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就路线图内容达成了共识。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工作成

果，并将在 2022 年 12 月之前发布主题为能源互联互通的《区

域趋势报告》；我们的专家工作组每年将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并发布电力系统互联互通相关的出版物，积极为 2023 年第

三届亚太能源论坛的召开做出贡献。 

最后，再次感谢各成员国对能源互联互通专家组工作的

大力支持，希望通过大家的紧密合作，为亚太地区能源可持

续发展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中国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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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3（A）  中国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并将其融入国

家发展规划。中方制定《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

2030）》，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等

工作，明确能源发展中长期目标和主要任务。近年来，中国

能源贫困问题基本消除，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清洁能源

装备技术不断升级，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加强。 

第一，消除能源贫困。中国已在 2015 年全面解决无电人

口用电问题，实现人人享有电力目标。中方持续实施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进一步提高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

满足城乡用电需求。 

第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坚持能源清洁低碳发

展方向，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去年，

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 2030 年，中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达 9.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约 17.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 2.2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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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4%。中国可再生能源整体开发利用规模居全球首位。 

第三，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合作。近年来，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引领下，中方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援建能源类基础

设施、提供清洁能源设备，帮助有关国家提高现代能源和清

洁能源普及率。中方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动构建“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深度融入全球能源转型变革，

研究推进与有关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智慧能源、

能源互联互通等方面合作。 

中国期待与亚太国家加强清洁能源合作，共同推进亚太

地区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