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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肩负着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的使命，致力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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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智库，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旨在提出包含亚洲顶尖专家最佳思维的政策理念，并与决策者合作，将这
些理念整合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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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东南亚电力行业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势头强劲，该地区各国加大了支持力度，以摆脱煤电并采
用更清洁的替代能源。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与能源基金会（EFC）合作开展了一
个旨在了解中国如何支持这一转型的项目。该项目结合专家咨询和案头讨论，共开展三次系
列会议，汇集行业领导者就清洁能源投资展开讨论。

增加私营部门投资对于将东南亚的清洁电力未来愿景转化为实际成果至关重要。为实现
2050年能源净零排放放，该地区需要在2030年之前平均每年投资920亿美元来扩大清洁电
力供应。这一投资需求超出了该地区公共部门的能力，该地区过去的大部分电力项目都是
由公共部门提供资金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东南亚各国政府正努力控制公共债务和
支出，同时还面临政府预算中食品和能源成本的双重压力。

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东南亚国家调动足够的私人投资来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受到
一系列项目特定问题的影响。这些关键问题包括：电网基础设施不足、土地征用困难、项目
开发监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为资本密集型投资提供充足且可预测收入的商业安排 

（例如电力购买协议）、可再生能源项目治理中存在多个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的作用和职责
相互重叠，有时甚至界定不明确），以及对国家电力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及其履行付款义务
的能力的担忧。

项目特定的问题往往因宏观经济挑战而变得更加复杂，从而损害投资者的风险调整回报，
进而限制融资项目的可获得性。例如，这些挑战包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货币风险以及
当地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弱点。

鉴于这些条件，私人投资者倾向于优先考虑风险较低、成熟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这对
寻求足够资金来实现其气候愿望的东南亚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考虑到尽管近年来全球可
再生能源投资激增，但增加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这一挑战就变得尤为
显著。相比之下，2019年以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仅贡献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总
体增长的3%。

2023年2月至11月期间举行的三场会议就如何改善这种情况，特别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这些会议的要点总结如下：

•  深化地方改革对于为东南亚可再生能源投资营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其中包括
标准化购电协议、确保明确的采购流程、合理化电力补贴、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以
及推进电网扩建。此外，建立以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为基础的明确政策框架对
于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优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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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东南亚成功实现清洁电力转型，需要制定和实施超越投资动员的更广泛
议程。该议程应包括解决能源安全和可负担性、行业脱碳、长期经济发展和公平
的社会繁荣。

•  应规划并提供一个综合的、多维的解决方案来支持东南亚的清洁电力转型。该
解决方案包的关键方面包括：（1）提供技术，包括漂浮太阳能、海上风电、储能、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智能电网技术等；（2）确保能够促进国内生产的工
业发展，而不是过度依赖这些技术的进口；（3）通过推广税收政策、碳定价和投
资者激励等方面的最佳实践，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4）在公共机构、能源公司、
项目开发商、当地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MDB）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应优先考虑实施此类综合方法的实际机会。其中包括建立中国与东南亚联合绿
色工业园区、将可再生能源项目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促进绿色产品自由贸易等。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这些举措可以
支持逐步减少自备煤电，并在工业场地逐步部署可再生能源和存储设施。此外，
海上风电区域的开发，结合陆上绿色氢工业或电网延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基于上述见解，对中国如何支持东南亚清洁能源转型的进一步思考如下：

•  促进东南亚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大规模投资需要进行旨在改善电力部门基础架
构的重大改革，以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和成本。此类改革超出了标准的
业务和财务战略，需要在规划实践、许可流程、监管框架、治理结构、财务机制等
各个领域进行重大变革。

•  实施这些改革并不容易，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承诺。尤其是当改革涉及到政治上
较为敏感的政策领域时。

•  此类情况可能会导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在全面实施更广泛的改革之
前，东南亚各国政府可能更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结果，例如增加投资和增加就
业机会。实现这些积极成果将为做出艰难的政策决策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然而，在缺乏重大改革的情况下，私人投资者可能会选择“观望”，直到出现更有
利的投资环境，或者他们可能会寻求对东南亚国家没有吸引力的金融条款。 

•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中国可以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制定战略试点项目，并以此为
杠杆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些以项目为导向的举措应旨在支持根据当地情况
定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快速部署，并抓住这些项目为当地清洁产业发展带来
的机遇。这些举措相对容易实施，绕过了更深层次改革通常面临的困难。这些举
措的实施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为深化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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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清洁繁荣计划作为实现更大目标的杠杆
本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题为“清洁繁荣计划”（CPP）。CPP是一个以项目为导向的综
合解决方案，旨在促进东南亚社会经济繁荣和气候安全。它优先考虑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
共同努力，利用工业对清洁电力的需求，并强调实施绿色工业化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些项
目在具体项目的政策支持和国际援助的帮助下立即可行。

CPP代表了一个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杠杆点。

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CPP可以避免自上而下的全面规划所带来的复杂性和延误。因此，它
有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果，如创造就业、产业升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这些积极成果如果推广到其他地方，效果会更大，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这些成果还可以帮助东南亚国家政府合法化实施更深层次的改革，以减轻可再生能源项目
的风险，特别是在敏感政策领域。这种方式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从而与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和其他区域倡议相辅相成，实现“1加1大于2”的协同 
效应。

表一列出了CPP的详细信息。虽然此处概述的CPP重点关注工业园区，但实施此类计划还存
在其他实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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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清洁繁荣计划——关键杠杆、理论基础、具体建议和目标受众
关键杠杆 理论基础 具体建议 目标受众

重启：通过绿色
电气化实现工
业部门的清洁

清洁能源潜在消费者群体
庞大：该区域的工业部门占
该区域最终能源消耗的近
一半，目前依赖化石燃料和
自备煤电。

易于实施 
• 减少工业园区周边征

地的复杂性。
• 能够规避扩大并网清

洁电力供应的复杂性。

1. 支持碳定价机制的发展和扩
展，以覆盖包括自备煤电在内
的工业部门。

公共机构负责碳定
价的设计和实施。

2. 开发适合当地情况的技术解决
方案。
•	例如，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

海上漂浮风电，与陆上氢和/
或电网连接相结合。
•	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漂浮太阳能。
•	储能、智能电网等。

中国-东盟清洁能源
合作中心，由中国可
再生能源工程研究院
和东盟能源中心共同
主办。 

3. 建立专门的技术解决方案融
资机制，包括项目准备支持、企
业购电协议（PPA）和项目聚合
平台。

参与绿色投资和金融
合作伙伴关系的利益
相关者。

4. 制定计划，逐步减少中国投资
者拥有的自备煤电。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
能源和工业部。

重建：推动绿色
工业化

绿色工业化潜力巨大：关键
矿物储量巨大，广泛应用于
清洁技术，当地项目为国内
制造业提供了机会。

为当地和区域经济带来的
附加值：创造当地就业和增
长，并为中国和外国投资者
释放机会。

1. 加快建立中国-东盟产业部长
级政策对话机制。

中国和东南亚负责
清洁工业发展的相
关部门（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2. 推广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埃
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清洁
产业发展成功模式。

3. 通过财政激励（例如补贴和税
收减免）和非财政激励（例如优
惠采购）促进绿色工业化。

重塑：深化本地
资本市场

本地资本市场潜力巨大：绿
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可
持续发展表现挂钩（GSSS）
债券仅占全球债券总量的
2%。

由于靠近中国、稳定的政治
关系和巨大的增长前景，对
中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1. 开展调查，了解中国机构投资
者的需求。

中资金融机构：开展
调查并与东南亚利
益相关者合作，为中
国投资者开发更具
吸引力的金融产品。

中国和东南亚的财
政部提供更有效的
对话平台和数据披
露机制。

2. 与中国投资者的信息分享：
•	关于清洁项目机会的定期

咨询。
•	更加标准化的数据披露和报

告机制。

3. 定期开展中国投资者与东南亚
金融机构之间的对话，促进相
互了解。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中国与东南亚清洁能源合作的信
息，请访问：AsiaSociety.org/ChinaSEACleanEnergy

引领共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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