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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合作:
机遇与挑战

王　 晶

【内容提要】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ꎬ可再生

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哈能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哈萨克斯坦大力推动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核心动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借助绿色能源助推经济发展ꎬ构

建绿色、低碳发展形象ꎬ积极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ꎻ二是缓解区域电力供

需紧张局面、优化能源格局ꎻ三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ꎬ推动可持续发展

等目标ꎮ 政府为此加强政策与制度保障ꎬ包括明确的发展规划、高效的交易

系统、完备的并网与消纳政策、清晰的补贴与税费优惠政策、合理的电费调节

框架与机制等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哈两国企业借助良好的双边关系、清晰的产

业发展政策、高度契合的发展目标与理念、突出的资源与装备制造能力以及

相对充裕的资金积极拓展可再生能源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ꎮ 中资企业参与

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模式亦呈现从传统装备出口向设计—采购—施工总

承包 ＋ 融资模式(ＥＰＣ ＋ Ｆ)转变、从双边金融合作向多边开发金融倾斜的两

大趋势ꎮ 面对哈萨克斯坦经济波动与用电需求不足ꎬ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增

速边际收窄ꎬ现有绿色电力采购协议未采用照付不议或最低采购量模式ꎬ可

再生能源项目实际收益存在制度性限制ꎬ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现行法

律无法有效保障可再生能源项目及时、足额并网等问题ꎬ相关部门与企业可

借助两国良好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ꎬ积极利用中国高水平绿色金融发展平

台丰富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融资渠道ꎻ超前布局哈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产

能ꎬ提升项目社会效应ꎻ探索储能、电网升级、智能电网改造等领域合作ꎬ以

“股权债权结合、开发建设连续、风光并网储能、高压低压输配”模式充分发挥

中资企业的产业技术与资金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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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经济、能源改革的核心方

向ꎮ 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主要途径的哈萨克斯坦绿色经济转型亦成为

近年来学者讨论的重点ꎬ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展开ꎮ
首先ꎬ突出论述可再生能源对哈萨克斯坦绿色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

性ꎮ 穆赫塔罗娃提出哈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不仅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ꎬ而
且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ꎬ提升哈经济发展质量ꎻ而可再生

能源项目资金与技术的短缺是哈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障碍①ꎮ 邹阳阳提出

哈以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有助于解决其现代发展与未来发展之间的深

层矛盾②ꎮ
其次ꎬ从不同视角论述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生态与社会效

益ꎮ 奥纽舍娃、乌沙科夫等以咸海消失、巴尔喀什湖污染加剧、里海自我净

化功能减弱为案例ꎬ深入分析了当前哈以矿物开采、油气开采与加工为核

心的经济体系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持续负面影响ꎬ哈亟须向绿色、低碳经济

转型ꎬ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是通向绿色、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③ꎮ 安德罗诺

夫等提出经济发展阶段、人口数量、能源消费结构、技术发展水平、资源禀

赋和煤炭消费强度是哈碳排放居高不下并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ꎻ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提升低碳经济占比是哈改善环境、减少碳排放、优化经

济结构的两大途径④ꎮ
再次ꎬ研究法律法规制度对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开发的作用ꎮ 萨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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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等探讨了哈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巨大潜力ꎬ认为哈拥有充分完善的法

律和监管框架ꎬ能够支撑“哈萨克斯坦 ２０５０ 发展战略”和“向绿色经济转型构

想”的实施ꎮ 哈完善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与运营、项目监测和报告机制是推

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①ꎮ 徐洪峰等认为哈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投入成

本大、回报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现象主要由相关法律条款不合理导致②ꎮ
最后ꎬ研究哈萨克斯坦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战略目标ꎮ 别利亚耶娃等

认为延缓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强化国际合作、摆脱碳氢资源依赖、树立

绿色发展形象是哈加速绿色经济转型、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核心动能ꎬ但
短期内还无法摆脱煤炭和油气资源依赖ꎬ经济、务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

势在必行③ꎮ 刘萍等认为中国的技术优势与哈新能源储备优势所形成的天

然互补性是两国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重要基础④ꎮ
上述研究多从哈萨克斯坦视角对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经济与生态意义进

行阐述ꎬ缺乏对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机遇与挑战的深入分析ꎮ 为此ꎬ本文以

绿色转型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为出发点ꎬ详尽讨论共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ꎮ

一　 绿色转型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必要性

绿色转型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开发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ꎮ
这既说明哈加速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恰逢其时ꎬ也说明哈能源与经济、社会

绿色转型十分紧迫ꎮ
(一)摆脱国民经济对化石能源依赖ꎬ绿色发展创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采矿业和矿物加工业成为哈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ꎮ
在哈萨克斯坦前 １１ 大出口商品类别中ꎬ除谷物和油料作物外ꎬ其余商品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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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资源开采和加工相关领域(见表 １)ꎮ 这说明其经济模式不但具有高能

耗、高碳排放等特征ꎬ还与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相关ꎮ

表 １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二位编码)及占比(％)

年份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７ －矿物燃料 ７０ １１ ６７ ０７ ５８ ２１ ５７ ７３ ５６ ７６

７１ －宝石、贵金属 ０ ８６ ０ ６６ １ ４９ １ ４２ １４ ５３

２６ －矿石(铜矿、铁矿、锌矿) ３ ４２ ４ ７２ ６ ６９ ６ ９６ ５ ６６

７２ －钢铁制品 ６ ８３ ６ ０２ ６ ７６ ８ ２４ ５ ３６

７４ －精制铜及铜制品 ４ １８ ４ ５４ ５ ９５ ５ ６２ ５ ０４

２８ －稀土金属(如含放射性同位素) ３ ５０ ３ ８４ ４ ９８ ４ １６ ３ １５

１０ －谷物 ２ １３ ２ ３４ ２ ９０ ２ ７５ １ ５９

２５ －无机化学品(如硫黄等) １ ０７ １ ０３ ０ ９７ １ ２３ １ １３

１２ －油料作物(如亚麻籽、葵花籽等) ０ ５５ ０ ７４ ０ ７６ ０ ６３ ０ ８４

７９ －锌及锌制品 ０ ４６ ０ ８８ １ ３２ １ ２２ ０ ７９

７６ －铝及铝制品 １ ０４ ０ ９８ １ １１ １ ２９ ０ ７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贸易中心(ＩＴＣ)相关数据整理而得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 ｉｎｔｒａｃｅｎ ｏｒｇ /

对此ꎬ哈政府期望借助全球绿色经济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契机倒逼本国能

源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ꎮ 首先ꎬ哈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ꎬ大力开发不但

能够降低能源碳强度ꎬ而且有望降低电力成本ꎬ为哈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能源

价格优势ꎮ 其次ꎬ哈装备制造业基础在中亚地区首屈一指ꎬ哈政府亦期望借

助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装备制造实力ꎬ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并带动就业ꎮ
(二)构建绿色、低碳形象ꎬ引领区域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伴随全球能源价格快速上升ꎬ哈萨克斯坦凭借自身丰富的

石油、煤炭资源ꎬ借助“烃经济”迅速成为中亚经济“领头羊”ꎮ 但巨量的化石

能源开采与工业消耗也使哈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碳排放国家ꎬ特别是近十年

哈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见图 １)ꎬ与全球碳减排趋势相悖ꎮ
２０２２ 年哈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分别位于全球第 ３０ 位和第 １４ 位ꎮ

对此ꎬ哈政府积极响应«巴黎协定»要求ꎬ制定清晰的碳减排目标ꎬ通过走绿色

发展道路强化自身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ꎮ 受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与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影响ꎬ以资源出口为核心导向的中亚国家

普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困境ꎬ哈可以充分借助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构建绿

色、低碳形象ꎬ同周边国家丰富交流内容、加强经济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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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哈萨克斯坦碳排放总量及排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碳图谱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ｌａｓ) 数据整理而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ｌａｓ ｏｒｇ /

　 　 (三)缓解哈南部电力供需紧张ꎬ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根据哈能源部预测ꎬ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８ 年哈电网总体呈现紧平衡状态ꎬ但区域

间电力供需差异较大ꎮ 其中ꎬ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缺口年均约 １ ３ 吉瓦ꎬ但哈

南部地区缺口年均超过 ３ ２ 吉瓦①ꎮ 当前哈政府解决南部电力短缺的主要措

施是一部分从北部电网向南调送ꎬ而另一部分依靠从中亚统一电力体系中的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进口ꎮ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ꎬ哈南部电网分别从本

国北方电网和中亚邻国电网调入电力 １４３ ３２ 亿千瓦时、３ ０５ 亿千瓦时②ꎮ
但目前北部电网富余电力送至南部电网的电价约每千瓦时 ９ 坚戈ꎬ而出口至

俄罗斯的电价约每千瓦时 １９ 坚戈ꎮ 尽管哈政府规定北部地区富余电力首先

保证南部用电ꎬ但由于南北部电网传输距离超过 １ ５００ 千米ꎬ电力传输损耗较

高(哈电网设备老化率达 ６０％ ꎬ干线输电线路损耗率达 ５％ ~ ７％ )③ꎬ从北部

电网向南部电网输电的经济性较低ꎮ 因此ꎬ在南部地区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

发电基础设施ꎬ既可以减少北电南输的线路损耗ꎬ使北部更多的富余电力出

口至俄罗斯以获取更高利润ꎬ提高整个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效益ꎬ还可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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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戴晓、王树洪:«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市场投资开发浅析ꎬ»«国际工程与劳务»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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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南部地区对电力进口的依赖ꎬ提升能源安全水平ꎮ 当前ꎬ哈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及发电占比迅速上升ꎮ ２０２３ 年哈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为 ６６ ７６ 亿千

瓦时ꎬ同比增长 ３０ ６４％ ꎬ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５ ９２％ ①ꎮ
(四)应对区域环境脆弱性挑战ꎬ推动可持续发展

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ꎬ哈萨克斯坦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增加ꎬ威胁公众

健康、基础设施和环境ꎮ 冰川融化和降水减少对农业、牧场和森林生态系统

均产生负面影响ꎮ 自 １９４０ 年以来ꎬ哈全国年平均气温每 １０ 年升高 ０ ２８℃ꎬ
尤其是秋季增温幅度较大ꎬ每 １０ 年升高 ０ ３１℃ꎬ同时ꎬ年平均降水量每 １０ 年

减少 ０ ２ 毫米以上ꎮ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哈全国年平均气温将比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增

加 ２ ４℃ ~３ １℃ꎬ到 ２１００ 年将增加 ３ ２℃ ~ ６℃ꎮ 如果不显著改变作物生产

方式ꎬ到 ２０５０ 年哈春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减少 １３％ ~４９％ ꎬ森林和草原火灾的

频率和规模也将增加、扩大②ꎮ 在极端气候影响下ꎬ哈面临水资源短缺、土地

退化和沙漠化、大气污染、自然灾害、城市基础设施毁损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挑战ꎮ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绿色经济是应对气候变

化和区域环境脆弱性挑战、稳定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ꎮ

二　 哈萨克斯坦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

近年来ꎬ哈萨克斯坦政府力图通过绿色能源转型带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结

构性变革ꎬ积极谋划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ꎬ并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与法律保障ꎮ
(一)以风电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清晰准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哈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发表的«哈萨克斯

坦———２０５０»国情咨文中ꎬ提出哈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ꎬ力争在 ２０５０ 年前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至 ５０％ ③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哈政府发布«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ꎬ计划在 ２０５０ 年前将本国 ＧＤＰ 能源强度降至

—１４—

①

②

③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огнозных балансов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й энергии и мощности на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８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ｋｚ / ｍｅｍｌｅｋｅｔ /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２５４８９２?
ｌａｎｇ ＝ ｒｕ

Доктрина ( стратегия ) достижения углеродной нейтраль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до ２０６０ год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ａｃｔｓ ｅｇｏｖ ｋｚ / ｎｐａ / ｖｉｅｗ? ｉｄ ＝ １１４８８２１５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ｒｕ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ｐｏｓｌａｎｉｅ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ａ － 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ｋｉ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 －ｎｎａｚａｒｂａｅｖａ －ｎａｒｏｄｕ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ａ － １４ － ｄｅｋａｂｒｙａ － ２０１２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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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水平的 ５０％ 、将单位发电碳排放量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０％ ①ꎮ 基于此ꎬ
以哈能源部为核心的能源、电力管理部门结合本国资源禀赋特征ꎬ根据发电

类型逐项对电力装机指标进行细化ꎮ
根据哈能源部公布的 ２０３５ 年前哈发电装机容量增长预测数据(见表 ２)

计算ꎬ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５ 年ꎬ哈发电装机容量将净增 １５ ３８３ 吉瓦ꎬ其中风电、核电、
小型水电 (１０ 兆瓦以下)、光伏发电增量占比分别为 ３２ ８４％ 、１５ ６％ 、
１１ ６６％ 、５ ２１％ ꎮ 从增量类型看ꎬ风电、核电将成为哈清洁能源开发的重中

之重ꎬ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哈风电、核电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 ５ ０５２ 吉瓦和 ２ ４ 吉

瓦ꎬ这也与哈丰富的风电潜力和铀矿储备紧密相关ꎮ

表 ２ ２０３５ 年前哈萨克斯坦发电装机需求和容量预测 (单位:吉瓦)

年份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装机需求 １９ ５３２ ２０ １００ ２０ ５１９ ２１ １３８ ２１ ５２０ ２１ ９２８ ２２ ３１８

装机容量 ２４ ７３８ ２７ ６０９ ２８ ８１１ ３１ ２４８ ３２ １３０ ３２ ６０３ ３３ ０８５

核电 — — — — — — —

生物质发电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风力发电 １ ０３２ １ ４８７ １ ６０８ １ ６０８ １ ６０８ １ ６０８ １ ６０８

燃气轮机发电 ２ ３０３ ２ ９２８ ２ ９６５ ３ ０９７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水电站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小型水电 ０ ３７１ ０ ４９１ ０ ５１７ ０ ６９７ １ １０６ １ ５７８ ２ ０６０

联合循环发电 ０ ０３９ ０ ８５０ ０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光伏发电 １ １３１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燃煤热电 ７ ８９３ ７ ８９３ ８ ３９３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燃气火电站 ３ ８２１ ３ ８８１ ４ ４６１ ４ ９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燃油火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燃煤火电站 ５ ６１５ ５ ６１５ ５ ４４２ ５ ４５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年份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２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４ ２０３５

装机需求 ２２ ６６６ ２３ １０１ ２５ ５１２ ２５ ９０６ ２６ ３６６ ２６ ７５０ ２７ ２５７

装机容量 ３４ ６５１ ３６ ９８８ ３７ ７２１ ３８ ９２１ ３８ ９２１ ３８ ９２１ ４０ １２１

—２４—

①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 зеле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３０ ма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 ５７７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Ｕ１３０００００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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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２０２９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２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４ ２０３５

核电 — — —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２ ４００

生物质发电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风力发电 ３ ０６９ ５ ４０７ ６ ０８４ ６ ０８４ ６ ０８４ ６ ０８４ ６ ０８４

燃气轮机发电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３ ３６１

水电站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７８ ２ ５７８ ２ ５７８ ２ ５７８ ２ ５７８

小型水电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２ １６５

联合循环发电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１ ８５０

光伏发电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１ ９３２

燃煤热电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９ ０２９

燃气火电站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５ ５３４

燃油火电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燃煤火电站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５ ０６７
资料来源:Прогнозный баланс мощности ЕЭС Казахстана до ２０３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ｚ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ｅ＿１＿ｐｒｉ２ ｐｄｆ

(二)法律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与消纳

为加速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提升清洁能源使用效率ꎬ哈政府在电力输

配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及消纳提出硬性要求ꎮ 哈«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

法»规定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新设施和改造设施有权不受阻碍和不受歧视地

从最近的连接点接入能源输送企业的电网或热力网ꎬ且除对可再生能源项目

连接电网主线之间的线路进行合理收费之外ꎬ免除其余一切费用ꎮ 同时规

定ꎬ在电网容量受限情况下应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ꎬ新能源发电企业在

供电时免除电力输送服务费①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４ 日ꎬ哈萨克斯坦国家电网公司

(ＫＥＧＯＣ)根据«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设立可再生能源金融结算中心

(ＦＳＣ)ꎮ 该机构主营业务是集中购买可再生能源设施所生产的电力ꎬ并统一

供应给哈国家电网公司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根据哈第 １２８１ 号政府令②ꎬ该机构

—３４—

①

②

" О поддержк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４ июля ２００９ года № １６５ － Ｉ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Ｚ０９００００１６５＿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расчетно －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２９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 １２８１ Утратило сил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７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５ года № ７５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Ｐ１３００００１２８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获得授权成为哈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唯一购买者和销售者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哈政府对«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修订ꎬ政府为可再

生能源发电建立固定电价制度ꎮ 规定可再生能源金融结算中心可以固定电

价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者签订为期 １５ 年的承购合同ꎬ承诺购买合同期内

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力ꎮ 此举改变了可再生能源电价确定方式ꎬ加大了政府

对可再生能源价格的引导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哈政府再次修订«支持利用可

再生能源法»ꎬ将上述固定电价进一步调整为竞拍价格ꎮ 哈能源部在公布当

年各发电类型计划招标容量和最高电价限价后ꎬ意向投资人出价竞拍且出价

最低者中标ꎬ中标方有权与可再生能源金融结算中心签订电力承购合同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又一次被修订ꎬ将可再生能源金融结

算中心的电力承购合同期限从 １５ 年延长至 ２０ 年①ꎮ
(三)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提升可再生能源项目盈利水平

税收减免和国家实物赠与也是哈萨克斯坦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开

发的重要政策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哈政府将电力生产和输配设备(包括可再

生能源)纳入国家投资优惠政策清单ꎬ并根据相关法律自投资合同注册之日

起的 ５ 年内ꎬ减免项目所需技术设备及其配件、材料等商品的进口关税ꎻ对于

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或哈海关报关进入哈境内ꎬ且只用于实施优先投资项目建

设的设备和材料免征进口增值税②ꎮ ２０２０ 年ꎬ哈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新建和升

级改造项目实施税费减免政策ꎮ 对于新建项目ꎬ自签订投资合同当年的 １ 月

１ 日起ꎬ免征 １０ 年的企业所得税和土地税ꎬ同时免征 ８ 年的财产税ꎮ 对于升

级改造项目ꎬ自升级改造后投产的次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ꎬ免征 ３ 年企业所得

税③ꎮ 此外ꎬ哈政府还向投资者提供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相关的国家实物

赠与ꎬ包括土地、建筑物、机器和设备等ꎬ但赠与额度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额的 ３０％ ④ꎮ

—４４—

①

②

③

④

" О поддержк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４ июля ２００９ года № １６５ － Ｉ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Ｚ０９００００１６５＿

Перечень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видо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ｓｋｏ ｋｚ / ｓｉｔｅ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ｓｋｏ ｋｚ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ｎｐａ＿ｒｕ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ｅｔ＿ｒｕｓ ｐｄ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Ｘ２Ｄ５ ｐｄ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２０２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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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可规避汇率和通胀风险的电价调节机制

由于哈萨克斯坦出口以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为核心ꎬ其币值走势与国

际经济环境高度相关ꎮ ２０１５ 年前ꎬ哈央行货币政策奉行汇率目标制ꎬ央行通

过外汇操作对坚戈汇率进行干预ꎬ较好地维持了坚戈汇率稳定ꎮ 然而ꎬ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哈央行宣布放弃坚戈对美元汇率波动限制、货币政策全面转向

通胀目标制ꎬ加之全球原油价格暴跌ꎬ坚戈对美元汇率出现大幅下跌ꎬ其影响

随即通过输入性通胀渠道传导至国内市场ꎬ引发国内通胀高企ꎮ
汇率贬值和通胀高企会对以外商投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哈可再生能源

市场产生剧烈冲击ꎮ 一方面ꎬ电力销售价格变动频率低于居民消费价格变

化ꎻ另一方面ꎬ汇率的大幅波动会造成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建设期内换算成外

币计价的实际电费锐减ꎮ 二者均会降低项目整体盈利水平ꎬ为了尽可能规避

上述负面影响ꎬ哈政府在 ２０１７ 年出台了电费指数化调整机制ꎮ
电费指数化共包括两部分ꎬ一是项目建设时期的“一次性指数化”(ｏｎｅ －

ｔｉｍｅ 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ꎬ二是项目投产以后的 “年度指数化” (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ꎮ
“一次性指数化”是指对项目中标价格在项目中标之日至项目并网之日期间

的汇率变动进行指数化处理ꎮ 具体公式如下:

Ｔｔ ＋ １ ＝ Ｔａｕｃ × (１ ＋
ＵＳＤｉｎｐｕｔ － ＵＳＤａｕｃ

ＵＳＤａｕｃ
)ꎬ其中ꎬＴｔ ＋ １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产时

的实际竞拍价格ꎮ Ｔａｕｃ是该项目竞标时的实际价格ꎮ ＵＳＤｉｎｐｕｔ是该项目全面测

试当月首个交易日坚戈对美元汇率ꎬＵＳＤａｕｃ是该项目中标人合同注册之日的

坚戈对美元汇率①ꎮ “一次性指数化”后哈政府针对项目建设期内的汇率风

险进行背书与补贴ꎬ以尽可能打消外商投资的汇率风险顾虑ꎮ
“年度指数化”是指在项目并网运行后ꎬ哈政府每年还会对并网电费进行

调整ꎮ 具体公式如下:

Ｐｔ ＋ １ ＝ Ｐｔ × [１ ＋ ０ ３ ×
(ＣＰＩｔ － １００％ )

１００％ ＋０ ７ ×
(ＵＳＤｔ ＋ １ － ＵＳＤｔ)

ＵＳＤｔ
]

其中ꎬＰｔ是 ｔ 年度购电价格ꎻＰｔ ＋ １ 是 ｔ ＋ １ 年指数化调整后的购电价格ꎻ
ＣＰＩｔ是指数化当年 １０ 月 １ 日之前 １２ 个月累计的消费者价格ꎻＵＳＤｔ是哈央行

公布的指数化当年 １０ 月 １ 日之前 １２ 个月坚戈对美元的平均汇率ꎮ
ＵＳＤｔ ＋ １是哈央行公布的指数化当年 １０ 月 １ 日坚戈对美元的即期汇率ꎮ 指数

—５４—

①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Ｘ２Ｄ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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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计算由可再生能源金融结算中心于每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进行ꎬ并在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在其官网公布指数化后的电费价格①ꎮ

三　 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基础与合作模式

哈萨克斯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国ꎮ 共建“绿色丝绸之

路”ꎬ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合作ꎬ已成为中哈两国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亮

点ꎮ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ꎬ可再生能源合作在中

哈关系中的意义不断提升ꎬ已然成为中哈能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一)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良好基础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ꎬ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哈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ꎬ开发潜力巨大ꎬ需通过国际合作

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ꎮ 因此ꎬ中哈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开发、运
营以及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互补性与良好基础ꎮ

１ 中哈双边关系持续向好ꎬ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合作

建交 ３２ 年来ꎬ中哈实现了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到打造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ꎮ 面对国际能源格局调整ꎬ可再生能源合作日益成为两

国合作的新亮点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在习近平主席对哈进行国事访问期间ꎬ两国

共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交 ３０ 周年联合声明»ꎬ重
点提出两国将“积极拓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合作ꎬ不断丰富中哈能源合

作的实质内涵”②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访华期

间ꎬ两国共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ꎬ重申双

方将积极拓展风电、光伏、光热、核电等清洁能源领域合作③ꎻ在 ５ 月 １９ 日签

订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ꎬ中方再次提出希望持续扩大与中亚国家

能源全产业链合作ꎬ加强水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合作ꎬ深化实施绿

色技术、清洁能源等项目④ꎮ 可见ꎬ持续、稳定、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两国政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Ｘ２Ｄ５ ｐｄ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建交 ３０ 周年联合声明»ꎬ«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 ２ 版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第 ２ 版ꎮ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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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清洁能源合作的坚定决心是未来两国务实深化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坚实

基础ꎮ
２ 中哈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清晰ꎬ发展目标与理念高度契合

继 ２０１３ 年哈政府提出“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之后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哈加入

«巴黎协定»ꎬ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１５％ ①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举行的庆祝«巴黎协定»签署 ５ 周年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ꎬ
哈总统托卡耶夫承诺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②ꎬ哈萨克斯坦成为第一个提出碳

中和目标的原苏东地区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哈政府发布«２０６０ 年前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实现碳中和战略»③ꎬ作为其碳中和目标的路线指引ꎬ重点是大规模

布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和储能设施ꎬ提升清洁能源占比ꎬ从而降低电力行

业碳排放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国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

实现碳达峰、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ꎬ除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

到 ３ ３ 万亿千瓦时左右等目标外ꎬ还重点强调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ꎬ积极参与全球能源转型变革ꎬ深层次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国际合作④ꎮ
可见ꎬ中哈两国在能源建设与经济发展领域均秉承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

念ꎬ两国可再生能源合作目标高度契合ꎬ两国政府均将推动碳减排与碳中和、加
速可再生能源建设、促进可再生能源合作列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ꎮ

３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实力全球领先ꎬ项目建设成本具有比较优势

２０２２ 年中国风电机组整机产量居全球首位ꎬ生产风电机组整机的厂家有

２０ 家ꎬ其中 ６ 家新增并网装机容量位居全球前十ꎮ 当年ꎬ中国多晶硅与光伏

组件产量分别连续 １２ 年和 １６ 年位居全球首位ꎬ光伏产品出口超过 ５１２ 亿美

元⑤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在世界市场份额年均超过 ２０％ ꎬ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Казахстан присоединился к борьбе с изменением клима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ｋｚ /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 － ｐｒｉｓｏｅｄｉｎｉｌｓｙａ － ｋ － ｂｏｒｂｅ － ｓ － ｉｚｍｅｎｅｎｉｅｍ － ｋｌｉｍａｔａ － ８９６８７４ ｈｔｍｌ

Касым － 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Плохое качество воздуха влияет на ВВП стран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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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азахстан до ２０６０ года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２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３ года
№ １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Ｕ２３０００００１２１

«“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发布稿)»ꎬ ｈｔｔｐ: / / ｚｆｘｘｇｋ ｎ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１３１０６
１１１４８＿１６５４１３４１４０７５４１ｎ ｐｄｆ

«水电总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全文发布)»ꎬ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６９３０３６６９４＿１２１１２３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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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哈市场份额为 ２０％左右ꎬ长期位居哈可再生能源设备进口来源国的前

三位ꎮ 从贸易结构来看ꎬ中哈可再生能源装备贸易互补性强ꎬ中国对哈出口

最多的可再生能源装备是光伏发电和风电装备ꎬ约占对哈清洁能源装备出口

的 ８０％ ①ꎮ 此外ꎬ中国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实力还带来成本优势ꎬ为世界范

围可再生能源“降成本”作出贡献ꎮ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ＩＲＥＮＡ)统

计ꎬ２０２１ 年新增光伏装机全球加权平均平准化度电成本(ＬＣＯＥ)降至每千瓦

时 ０ ０４８ 美元ꎬ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８８％ ꎻ新增陆上风电全球加权平均平准化度电

成本降至每千瓦时 ０ ０３３ 美元ꎬ下降 ６８％ ②ꎮ 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将为哈萨

克斯坦加速可再生能源配置提供良好的硬件与成本保证ꎮ
４ 中国资本投资哈可再生能源ꎬ助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资金短缺与融资成本高企是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掣肘ꎮ 根据世界银行

测算ꎬ如哈萨克斯坦在 ２０５０ 年如期实现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核心的绿色经济转

型目标ꎬ则 ２０１４ ~２０５０ 年哈每年须向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绿色经济领域投入

３０ 亿 ~４０ 亿美元ꎬ年均投资峰值将出现在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年ꎬ年投资额约占年度 ＧＤＰ
总量的 １ ７９％③ꎮ 根据普华永道估算ꎬ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ꎬ哈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总额约为 ６ ２８５ 亿坚戈ꎬ其中光伏约 ３ ０９０ 亿坚戈、风电约 ２ ７９０ 亿坚戈、水电

约 ３９０ 亿坚戈、生物质能源约 １０ 亿坚戈④ꎮ 但哈可再生能源实际投资规模与

上述两机构的预测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ꎬ加之汇率波动、币值调整ꎬ实际投资额易

被高估ꎬ说明哈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在较大资金缺口ꎮ 哈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机

遇与中国资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可再生能源投资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高

度契合ꎮ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ＢＮＥＦ)数据ꎬ２０２２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到创

纪录的４ ９５０亿美元ꎬ中国以超过１ ６４０亿美元的投资额蝉联全球第一的位置ꎬ排名

第二、第三的美国与欧盟投资额分别为 ５００ 亿美元和 ３９０ 亿美元⑤ꎮ 可见ꎬ中国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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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陈雪珊:«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影响因素及潜力研究»ꎬ河北

经贸大学 ２０２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三分之二可再生能源成本低于煤电! ＩＲＥＮＡ‹２０２１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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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３ / зеленая － экономика － отчет － ２０１８ － казахстан ｐｄ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ｗｃ ｃｏｍ / ｋｚ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ｓｇ / ｍａｙ － ２０２１ － ｅｎｇ ｐｄｆ
Ａ Ｒｅｃｏｒｄ ＄ ４９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ｏｕｔ ｂｎｅｆ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ａ － ｒｅｃｏｒｄ － ４９５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 ｉｎ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ｉｎ － 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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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充裕的资金为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ꎬ更是两国可

再生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ꎮ
(二)中哈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合作模式

在坚实的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基础保障下ꎬ中国企业日益成为哈可再生

能源市场快速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ꎮ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水

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等投资、承建札

纳塔斯风电场、图尔古松水电站、阿克莫拉州风电项目等可再生能源项目①ꎬ
并呈现两点特征ꎮ

１ 项目合作模式向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 融资模式(ＥＰＣ ＋ Ｆ)转变

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主要模式是企业签订项目总承包合同(ＥＰＣ)ꎬ
即中资企业受哈方委托ꎬ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承包ꎮ 这种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中国企业在设计、制造、建设等环节的技术与成本优势ꎬ但却面临技术标准

复杂、劳务配额受限、施工成本高昂、工期限制严苛、税费规避困难等多重

问题ꎬ且中资企业未能有效深入参与哈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与长期运

营ꎬ无法获得持续、稳定的利润收入ꎮ 为此ꎬ中资企业开始尝试在原模式基

础上提升项目融资能力或直接参与项目股权投资ꎮ 例如ꎬ寰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与哈方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阿拉木图州卡普恰盖 １００ 兆瓦光伏电

站项目采用“１００％中国制造ꎬ１００％ 哈施工”的建设开发模式ꎬ在该公司积

极协调下ꎬ项目先后获得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及其融资租赁公司合计约

３ １ 亿元人民币融资支持②ꎮ 该案例成功验证了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模式

正在从“ＥＰＣ”向“ＥＰＣ ＋ Ｆ”转变ꎮ
２ 项目融资模式向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发展

虽然哈政府对本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提供多项优惠政策ꎬ但受本国企

业资金实力、金融市场融资成本等限制ꎬ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直接参与项目开发

的比例并不高ꎮ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ꎬ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等在内的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占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债务融资

总金额的近七成ꎬ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资金占比即达 ４４ ７５％(见图 ２)ꎮ

—９４—

①

②

«通讯:中国企业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能源转型»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３２００４２ ｈｔｍｌ

«哈萨克斯坦 Ｋａｐｃｈａｇａｙ １００ＭＷｐ 光伏电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 /
ｚｈ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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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项目债务融资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ｗｃ ｃｏｍ / ｋｚ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ｓｇ / ｍａｙ － ２０２１ － ｅｎｇ ｐｄｆ

　 　 哈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寻求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支持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ꎬ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以其得天独厚的技术援助优势可在国家和地区两

个层面参与哈绿色金融体系建设ꎮ 其次ꎬ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本币筹资方

面更为灵活ꎬ如发行坚戈绿色债券等ꎮ 再次ꎬ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对哈可

再生能源项目进行债权融资时ꎬ积极引入国际绿色发展基金ꎬ如绿色气候基金ꎬ
提供“股权 ＋债权”融资双重资金支持ꎬ在贷款信用结构构建时仍能“有限追

索”ꎬ这一方式深受哈政府和相关企业认可ꎮ 最后ꎬ哈政府在国际项目合作中对

主权债务融资或担保非常敏感ꎮ 项目开发过程中ꎬ在政府政策引导和企业需求

层面均倡导以吸引直接投资或发债的方式进行项目资金筹措ꎮ 因此ꎬ中资银行

基于主权担保的传统间接融资方式在哈面临挑战ꎬ可寻求与国际多边开发金融

机构的合作ꎮ 例如ꎬ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札纳塔斯 １００ 兆瓦风电

项目ꎬ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银团牵头行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阿拉木图分行作为银团参与行ꎬ同时引入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股权投资方ꎬ
成功筹资约 １ ４ 亿美元ꎮ 可以预见ꎬ未来中资企业积极与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

构、国际或国内绿色金融类股权基金展开合作ꎬ探索更为符合当地国情、切合当

地需求且风险可控的多币种结构化融资模式是其参与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可

行思路ꎮ

四　 深化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潜在障碍及政策建议

(一)深化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潜在障碍

中资企业作为承包方和投资方ꎬ在参与哈可再生能源开发过程中除需承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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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建设风险外ꎬ还面临宏观经济不稳、电费退坡、汇率波动等经营风险ꎮ 这些

风险可被具体化为以下合作障碍ꎮ
１ 哈经济波动与用电需求不足ꎬ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增速边际收窄

受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能源价格回落影响ꎬ哈经济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出

现近 １５ 年来的最大规模衰退ꎮ 经济增速放缓反映到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生产

规模收缩与能耗下降ꎮ 以钢铁生产和矿物加工等高能耗、高电耗为核心的哈

工业体系减产引发能源需求锐减ꎮ 恰逢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由固定电价

向竞拍电价转型初始阶段ꎬ能源需求的疲软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规模和中

标价格均产生一定冲击ꎮ
在电力需求增速放缓背景下ꎬ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进度放缓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ꎬ哈可再生能源项目计划招标规模从 １ ０００ 兆瓦降至 ２００ 兆瓦ꎬ实际

中标规模从 ８５７ ９３ 兆瓦降至 １１３ ０５ 兆瓦ꎬ中标率从 ８５ ７９％ 降至 ５６ ５３％ ꎮ
此外ꎬ哈可再生能源项目竞拍电价也出现明显退坡ꎮ 以哈新增装机规模增速

最快的风电行业为例ꎬ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竞拍电价降价率分别为 ２３ ３％ 、１５％ 、
２６ ７％ 、３４ ６％ ①ꎮ 整体看ꎬ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化石能源需求增速不足等

因素叠加影响ꎬ哈可再生能源市场短期内实现强劲反弹的难度较大ꎬ整个市

场呈现“项目越来越少、费用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限制越来越多”的

态势ꎮ
２ 绿色电力采购协议(ＰＰＡ)售电模式受限ꎬ可再生能源项目实际收益难

以确保

哈可再生能源项目竞拍绿色电力采购协议并未采用类似照付不议(ｔａｋｅ ｏｒ
ｐａｙ)或最低采购量的支付模式ꎮ 照付不议框架内要求买方必须在一定的时间

内购买(ｔａｋｅ)一定数量的货物或服务ꎬ并支付货款(ｐａｙ)ꎬ即使买方在约定时间

内没有提取相关货物或服务ꎬ仍然需要支付约定的费用ꎮ 对于电力项目的开发

商而言ꎬ是否可以获得未来售电的确定性是其评估项目开发风险的重要考量因

素ꎮ 因此ꎬ照付不议或最低采购量模式通常是更具有吸引力的售电模式ꎮ
鉴于哈实质性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时间较短ꎬ尚未对电网或储能

系统进行对应的配套和升级ꎬ实践中新能源项目尚无法匹配在不同时段对于

用电负荷的大量差异性需求ꎬ若采用照付不议或最低采购量模式购买可再生

能源项目所产生的电能ꎬ可再生能源金融结算中心将面临经济损失风险ꎬ即

—１５—

①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Ｘ２Ｄ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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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网故障或消纳能力不足而无法完全接收项目所产生的电能的情况下仍

需支付足额电费ꎮ 因此ꎬ哈«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规定ꎬ可再生能源金融

结算中心仅就被电网所接收的电力向售电方付款ꎬ最高可支付竞拍购电协议

规定的最大发电量的购电费用ꎮ 这意味着ꎬ竞拍购电协议将不采用照付不议

或最低采购量的购电模式ꎮ 对于哈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者而言ꎬ一方面可以

不用“担心”可再生能源项目公司因不能达到最低供电量而可能需要承担赔

偿责任的风险ꎬ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这一支付模式下对于项目收益保障的潜

在影响ꎮ
３ 哈电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ꎬ法律缺乏对电网公司违约追责制度

当前ꎬ哈可再生能源中标项目购电协议缺乏对其国家电网公司或者发电

商等任何一方违约情况下的具体补偿措施ꎮ 哈«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法»规
定ꎬ当电网荷载受限时可再生能源享有优先调度权且电网企业无权以电网过

载、可用性不足等为由拒绝可再生能源设施并网ꎮ 但实际情况是ꎬ国家电网

公司作为哈国内最大的电网运营商ꎬ其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发电的调度服务均

基于«电网供电技术调度和电力消费标准合同»ꎮ 该合同虽详细规定了电网

运营商应履行和遵守的调度技术规程、避免影响售电方的运行等义务ꎬ但未

详细约定或规定因电网运营商原因导致无法满额发电的解决与保护机制ꎮ
购电协议及哈相关法律也未对此作出规定ꎮ 因此ꎬ如因电网运营商自身原因

(如系统故障、维修等)导致可再生能源设施生产的电量不能全部被电网接

收ꎬ或无法按照约定保证可再生能源项目全部发电优先并网ꎬ可再生能源项

目公司无法获得相应的补偿ꎬ这就变相增加了项目开发和运行风险ꎮ
４ 风电或将成为哈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重点ꎬ国产化率或影响中资企

业运营

在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过程中ꎬ中资企业正在从建设主体向运营主

体、投资主体转换ꎬ国产化率、劳工配额等因素或将成为新的潜在风险点ꎮ 根

据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公布的 ２０３５ 年前哈新增装机容量预测ꎬ超过 ３２％的新

增装机容量来源于风电①ꎮ 在技术门槛、产业集群等方面布局风电装备制造

比光伏、水电、核电等领域更为友好ꎬ可通过增加风电装机布局带动本国以风

电设备制造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产业发展ꎮ 如若哈决心提升以风电为

核心的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能力ꎬ未来会在项目招标、税费减免、劳务配额、
并网条件、电费调价等环节提出严苛的国产化率要求ꎮ 而参照此前中哈化石

—２５—
① 笔者根据国际贸易中心( ＩＴＣ)相关数据整理而得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 ｉｎｔｒ ａｃｅｎ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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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经验ꎬ某一领域国产化率的提高势必增加中资企业项目开发成本和

建设、运营风险ꎮ
(二)深化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政策建议

为规避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中的潜在障碍及其隐含风险ꎬ中国政府与企

业可从以下几方面扎实推动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加速发展ꎮ
首先ꎬ持续巩固和提升中哈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ꎮ 在“一带一路”倡

议与“光明之路”战略对接框架内两国合力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ꎬ并积极

探索两国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经济性与公益性并举的开发路径ꎮ 未来ꎬ
随着中哈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ꎬ中资企业可持续借助政府间高层互访契

机ꎬ加大对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力度ꎮ
其次ꎬ借助中国高水平绿色金融发展平台ꎬ丰富哈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

融资渠道ꎮ 一方面ꎬ中资企业在推动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过程中可积极

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多边开

发性金融机构及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以丰富项目融资渠道ꎮ 另一方面ꎬ
积极引入丝路基金、中国各类绿色产业基金等以股权投资方式深度参与哈可

再生能源开发项目ꎮ
再次ꎬ超前布局哈当地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产能ꎬ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

升项目社会效益ꎮ 虽然当前中哈两国可再生能源合作呈现从传统装备出口

向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融资模式的转换ꎬ但项目相关设备仍主要由中

国出口ꎮ 这不利于哈企业与劳动力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并扩大获利空

间和就业机会ꎮ 特别是在哈力推产业转型背景下ꎬ未来不排除哈在可再生能

源项目招标时增设设备制造的哈国产化率要求ꎮ 为此ꎬ中资可再生能源龙头

企业可超前布局哈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产能ꎬ并借助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减免

条款向欧亚区域拓展ꎮ
最后ꎬ积极探索储能、电网升级、智能电网改造等合作领域ꎬ充分发挥中

资企业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全领域产业技术优势ꎮ 近年来ꎬ哈可再生能源项

目开发规模持续扩张ꎬ但电力输送基础设施发展仍十分滞后ꎮ 相对于哈地域

广、人口密度低、电网电损高等特征ꎬ中资企业在储能、电网改造等方面享有

装备与技术优势ꎮ 未来ꎬ以 “股权债权结合、开发建设连续、风光并网储能、
高压低压输配”为核心内容ꎬ中资企业可探索对哈可再生能源全产业链开发

模式ꎬ进而扎实推动中哈可再生能源合作发展ꎮ
(责任编辑: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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