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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conomy, the global energy problem is becoming 
serious. And the concept of Global Energy Internet is introduced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our 
country’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paper finds out the main features of Global Energy Inter-
net, analyz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building a Global Energy Internet in the devel-
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dustry, stimulating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s,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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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全球能源问题也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互联网应运而生。本

文立足我国能源的基本国情，结合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特性，分析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在发展低碳经济、

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拉动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并从政府、企业和

国际合作角度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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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能源发展经历了从高碳到低碳、从低效到高效、从局部平衡到大范围配置的发展历程，为了应

对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新一轮能源变革势在必行，基本方向是实施清洁替代和电能替

代，加快建立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战略重点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

网架，连接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以及各种分布式电源，输送清洁能源到各类用户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1]。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共谋人类福祉。 

基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有关国家对特高压、智

能电网、清洁能源和大电网互联开展了技术研究、标准制定、工程建设、规划编制等工作，为全球能源

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和实践基础。特高压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为远距离、大规模配

置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间歇性清洁能源提供了技术保障。各州大电网互联已初具规模，跨国互联电网正

在兴起，全球电网呈现出的互联发展趋势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了实践基础。 
本文主要研究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保障能源供应，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社会经

济效益，并从政府、企业和国际合作角度对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2. 相关研究综述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发展低碳经济与进行能源变革的战略重点。杨子晖在《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

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2011) [2]中运用“有向无环图”的技术方法，得出中国存在“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链，进而对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提出了建议。林伯强等学者在《如何

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2011) [3]中运用索洛增长模型与因素分解的方法，得出中

国现阶段的低碳经济转型战略必须以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刘振亚在《全球能源互联网》(2015)
中在综合分析世界能源发展现状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想，并详述了这一概

念的技术基础、实践基础与相关效益。 
目前，大多数国内研究着眼于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与技术分析。刘敦楠等学者在《能源互联网的

商业模式与市场机制》(2015) [4]中提出能源互联网下的商业模式，将由集中式的整体平衡，向分散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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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帕累托最优的局部微平衡发展。曹军威等学者在《能源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分析综述》(2015) [5]一文

中指出大数据分析技术是能源互联网不可或缺的基本技术，在分布式能源接入、需求侧管理与响应、自

动故障定位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目前，国内学者对能源互联网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分析论述较少。本文结合能源经济学相关理论，详

细分析了能源互联网对我国产业调整、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方面的效益。 

3. 全球能源互联网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3.1. 保障能源供应 

3.1.1. 解决能源供需矛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作为现代化的动力，有力地支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图 1 所示，过去数十

年，随着人口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一直以高于能源生产的速度快速增长，能源缺口不

断大。化石能源总量有限，大规模开发与使用造成的碳排放、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威

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能源开发成本也随着开发深度、广度的提升而增加。因此，基于保障能源

安全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考虑，必须转变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实

现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根本出路是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为调整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能保障清洁能源在全

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更能有效缓和环境问题，助力碳减排。由于各地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生产条件、

能源利用结构等具有差异性、多样性、互补性，通过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使各地能源资源各挥所长、

相互补充，实现能源资源的互补优化。能源资源和需求逆向分布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山西、内蒙古、

陕西、新疆等北部地区保有我国煤炭储量的 76%，80%的水能资源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西部地区，

东北、华北北部、西北等“三北”地区则有可开采量丰富的陆地风能，太阳能富集地区在中国西部及西

北部五省，但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需求集中在缺少一次能源的东、中部地区。能源互联网依托特高压和

智能电网，加快推进我国西南水电开发，大规模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力推进以电代煤、以电带油，

提高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充分发挥我国的清洁能源储量优势，如表 1 所示，并通过能源互联网这

一能源共享平台，实现清洁能源的东西互济、南北互济，实现清洁能源的供需优化。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 

Figure 1. GDP, energy production growth rat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growth rate of China (%) 
图 1. 我国 GDP、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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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top three Asian countries in clean energy reserves and respective recoverable reserves in 2013 
表 1. 2013 年亚洲清洁能源储量前三位的国家及可开发量(万亿千瓦时) 

能源种类 国家 技术可开发量 

水能 

中国 2.47 

俄罗斯 1.67 

印度 0.66 

风能 

俄罗斯 68 

中国 20 

哈萨克斯坦 3 

太阳能 

中国 110 

沙特阿拉伯 98 

哈萨克斯坦 74 

资料来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刘振亚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年，第 21 页。 
 

长期以来，我国以输煤方式作为解决能源供需失衡的主要手段，电力配置遵循就地平衡，由此造成

的环境污染、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煤运输紧张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为此，必须加快调整

能源结构，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供给由就地平衡到跨区输送的转变。扩大省外清洁电并网规

模，服务省内新能源发展，是保障东中部省份电力供应，优化生态环境的有效方法，也是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直接途径。以山东为例，作为一次能源相对短缺的经济大省，其煤炭对外依存

度较高。近年来，山东大力实施“外电入鲁”战略，实现了能源供给由就地平衡向跨区输送的转变，截

至 2015 年年底，全省累计接受外电 2787 亿千瓦时，减耗标准煤 950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68 亿吨、

二氧化硫 23 万吨，在节能减排和保障电力供应方面成效显著[6]。此外，研究表明，在中国电能占终端能

源消费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源强度下降 3.7 个百分点。能源的终端利用环节节能具有倍数放大效

应，终端设备每提高 1%的相对效率，相当于能源生产环节提高 4%~5%的相对效率。加快建设能源互联

网，实现以电代煤，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增效的有效途径。 

3.1.2. 推动中国能源供给侧改革，消化过剩产能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新旧动能转化的历史，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资源红利不复存在，

传统动能呈现衰落态势，新经济的动能不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进入关键时期。在需求侧动力滑坡的情

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培育新动能就成为了关键，尤其是能源供给侧改革。如图 2 所示，目前

我国的能源结构仍旧以煤炭为主，天然气和石油比重虽然在逐步上升，但由于取暖和发电两大能源供应

都是以煤为主，使得煤在能源消费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碳排放量难以大幅缩减，不符合当前国际能源的

多元化、低碳化发展趋势。2014 年，我国进口煤炭 2.91 亿吨，碳排放量高达 75.69 亿吨；进口原油 3.08
亿吨，碳排放量达到 11.96 亿吨；进口天然气 591 亿立方米，碳排放量达到 3.36 亿吨，能源自给率下降

为 86%。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制约了我国的能源安全，高污染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能源

发展方式是大势所趋(图 2)。 
目前中国产能过剩的电力、钢铁、建筑等行业消耗了煤炭总量的 90%以上，通过对这些传统行业进

行资源整合、企业重组，着力对其去产能、去库存，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煤炭消费占比将

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也为能源结构优化提供了契机。例如，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战略实

施中，以能源互联互通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中亚国家电网建设落后、技术设备进口依赖度高，

这不仅能大量消纳国内富余产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能为我国特高压等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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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 

Figure 2. Energy consumption composition of China 
图 2. 中国能源消费构成(百万吨标准煤)  注：按电热当量计算法 
 
的技术设备的出口开辟广阔市场，使其在全球市场接受检验，促进中国制造升级换代。此外，也要对煤

炭、电力领域新增产能进行严格限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7]。我国特高压及配套

工程的建设，不仅能够大量消纳钢铁、风电、光伏等过剩产能，还使得能源、信息、材料、制造等科技

领域，基于清洁能源、智能网络、节能环保等应用，不断涌现大批创新成果。借助能源互联网的平台，

将吸引大量海外创新型人才回国效力。能源互联网不仅会带动经济发展动力供应方式的转变，更是稳定

经济增长、调整能源结构、吸引人才回流、治理雾霾的重要战略。 

3.2. 带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既能保证全球经济在

持续发展中实现低碳化，又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清洁能源作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战略新兴产业，其产

业链长，涉及电源、电网、装备、科研、信息等领域，具有显著的技术扩散效应、就业效应和经济乘数

效应[8]。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发展清洁能源成为各国拉动投资与就业，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共同抉择，如图 3 所示，亚太、美欧和中东等地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金额逐年增

加。预计到 2050 年，全球累计投资额将超过 50 万亿美元。届时，清洁能源将成为一次能源消费的主导

能源，占总量的 80%左右，能源产业将以作为能源信息网络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依托，完成自身的转型、

升级、再造，激发创新附加值，再现新生机。 
清洁能源行业的就业效应主要是指在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基于投资或规模的变动所引致的就业数

量的变动，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引制效应。直接就业是指与清洁能源行业直接相关的就业，如原

料供应、技术研发、设备设计与制造、项目安装与运行维护等。间接就业是指与以上行业相关的上下游

行业的就业。引致就业是指直接就业者与间接就业者用其在清洁能源行业中获得的财富进行消费，从而

引发其他行业需求变动所导致的就业。根据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平台发布的《2016 年全球可再生能

源现状报告》，目前全球清洁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 810 万人，其中尤以风电行业为最，就业

人数达到 310 万人。随着各国对清洁能源行业扶持政策的逐渐颁布或力度的加大，其产业规模与影响力

将不断扩大，技术研发进步也将不断推进，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就业增长潜力可观。 
如图 4、图 5 所示，从中国清洁能源及技术行业整体发展来看，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仍是广大投资者

的心头好。新能源行业各子行业在 2016 年发展各异，光伏行业在政策力推及“互联网+”等新概念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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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数据。注：总值包括估计未披露交易，包括企业和政府研发、数字能源和储能项目的支出；EMEA 指欧洲、中东和

非洲；AMER 指美国；APAC 指亚太地区。 

Figure 3. Clean energy annual investment (by region) 
图 3. 清洁能源年投资额(按地区)单位：十亿美元 
 

 
Figure 4. PE/VC secondary industry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in clean energy and tech-
nology industry in 2015 (by investment amount) 
图 4. 2015 年中国清洁能源及技术行业 PE/VC 二级行业投资分布(按投资金额) 

 
下，光伏产业全面回暖，发展势头强劲，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呈爆发式增长，但由于经济转型造成的用电

需求增长放缓以及西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导致的消纳能力有限，弃光率居高不下是光伏产业待解的难题。

节能环保行业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而备受关注，“十三五规划”更是将“绿色发展”提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为了吸引社会力量共同改善环境质量，陆续推出了新环保法、环保 PPP 模式、第

三方治理、环境监管垂直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在政策扶持与环境倒逼双轮驱动的大环境下，环保行业机

遇与挑战并存，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9]。但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对环保产业尚未形成健全而有效

的监管机制、行业发展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未有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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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Figure 5. PE/VC secondary industry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in clean energy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2015 (by amount of investment cases) 
图 5. 2015 年中国清洁能源及技术行业 PE/VC 二级行业投资分布(按投资案例数) 

 
在新能源行业，随着陆上风电资源不断开发，优质风电资源日益减少，发展海上风电是大势所趋。

海上风电不占用陆地资源，风能资源更加丰富，装机规模更大，从而备受投资者青睐。此外，沿海地区

也没有限电问题，我国海上风电场都靠近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大大缩减了电力传输风险。因此，因地制

宜稳步开展海上风电项目将成为未来风电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生物质能方面，由于生物质能发电无间

歇性以及技术成熟的特性，使得以秸秆发电、沼气发电与生物质气化发电为主的新兴发电技术正在大力

开发中，因地制宜地采用生物质能发电，向电网送电或配合以分散式供电，是变废为宝发展循环经济的

有益举措，但配套产业与政策不健全制约了产业发展，未来还需要政府结合新农村建设，对产业发展进

行合理引导与规划。 
随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材料的高技术化，新材

料产业前景乐观。以新材料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纳米等产业对新材料的种类和数

量需求将进一步扩大。近年来，中国新材料产业保持高速发展，呈现科技含量高、产业融合、产品更新

速度快以及研发、生产、销售国际性强的特点，以电子信息材料、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材料为主，而高

技术门槛、高资金投入、高附加值的生物医用材料发展相对落后。培育比较优势突出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瞄准国际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引领产业创新将是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方向。 

3.3.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3.1.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就中国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承载的不只是能源和电力，更为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经济发展所需的各

种基本要素提供了机制，进而推动并建立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能源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分工体系。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依托，将“三

北”地区的风能、西部地区的太阳能、水能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不仅能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

与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缩小地区差异，还能解决当地能源匮乏问题，为其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帮

助落后地区获得电能输出带来的收入，从而脱贫脱困，共享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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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将为西部地区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能源互联网将带来能源利用技术以及

能源结构的优化，从而带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与能源强度的降低，我国的能源强度存在着自东部向西

部递增的特点，能源强度反映了单位 GDP 的能耗。在能源消耗量一定的情况下，能源强度的降低会进一

步扩大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进而扩大就业需求。同时，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带动关联产业和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另外，随着新能源的利用程度的加深，大量能源产品和产业部门的

涌现，也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全国范围内的电网互联互通，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如表 2 所示，利用特高压直流、交流输

输电线路，将西南水电基地、三北风电基地、西北太阳能发电基地的清洁能源输往能源负荷中心，支撑

东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中国和平发展。 
晋东南–南阳–荆门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试验示范方程，是世界上第一条实现商业运营的特高

压交流输电工程，工程连接华北、华中两大电网，已成为中国南北方向的一条重要能源输送通道，实现

了冬季华北地区煤电资源的北电南送、夏季华中富裕水电的南电北送以及事故救援等功能，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锦屏–苏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途经四川、云南等八个省市，解决了高

海拔、重覆冰、重污秽地区特高压直流线路的设计与施工难题，是“西电东送”的又一绿色能源通道，

每年可输送电量 360 亿千瓦·时，有力的保证了官地、锦屏水电站和汛期四川富裕水电的及时外送，有

效缓解了华东地区夏季用电紧张的局面以及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哈密南–郑州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途经新疆、甘肃等六个省市。该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输电路径最长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大型火

电、风电基地电力打捆送出的首回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每年可输送电量 500 亿千瓦·时，是“疆电外

送”的首条通道，有利于推动西北风电、太阳能的集约化开发，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

成为连接西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电力丝绸之路”。 

3.3.2. 拉动就业，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 
近几十年来，受到气候变化和“新常态”经济转变的影响，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从局外走向

局内，从被动跟随转变为主动影响，大力推动特高压、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的发展，在坚强智能电网的

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战略规划、工程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储备了

技术、创造了条件。根据投资额进行有效估算，当前已全面开工的十二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重点输电通

道总投资将达到约 2000 亿元，增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值 900 亿元，直接带动电源投资约 5000 亿元，

每年可拉动 GDP 增长 640 亿元。如表 3 所示，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将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产生新的社

会分工，数百万人将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清洁能源行业，分享全球能源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同时，全球能

源互联网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与能源、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息息相关，这也为产业间融合与交互提

供了契机，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量的人才需求。此外，能源价格下降对宏观经济具有扩张

作用。随着储能电池技术快速发展，新能源的经济性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有望在 2020 年左右成本降低到

目前的 1/5，竞争力超过化石能源。新能源的发展，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降

低因国际油价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分部门来看，除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料业

受国际油价上涨存在正向影响外，其余各产业的部门产出都受其负向影响，其中建筑业、化学化工、各

类交通运输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受影响较大。从就业水平角度看，石油价格的上涨将带来各产业生产

成本上升，部门产出下降，导致行业从业人员岗位减少。从物价角度而言，由于能源价格对通货膨胀的

推动作用，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在一定时间内带来 PPI 的上涨，基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反作用，能源

价格上浮将会带来一定时期内的就业“严冬”。全球能源互联网所带来的清洁能源价格下降将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就业“严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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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UHV projects in construction or in operation provided by state grid corperation 
表 2. 国家电网公司在运在建特高压工程 

项目 工程名称 电压等级 
(千伏) 

投运或计划投运

时间 
线路长度 

(千米) 
变电/换流容量 

(万千伏∙安/万千瓦) 

在运工程 

晋东南–南阳–荆门 1000 2009年1月 640 600 

向家坝–上海 800 2010年7月 1891 1280 

晋东南–南阳–荆门扩建 1000 2011年12月 0 1200 

锦屏–苏南 800 2012年12月 2059 1440 

淮南–浙北–上海 1000 2013年9月 2*648.7 2100 

哈密南–郑州 800 2014年1月 2191 1600 

溪洛渡–浙西 800 2014年7月 1669 1600 

浙北–福州 1000 2014年12月 2*603 1800 

在建工程 

淮南–南京–上海 1000 2016年 2*780 1200 

锡盟–山东 1000 2016年 2*730 1500 

宁东–浙江 800 2016年 1720 1600 

资料来源：刘振亚《全球能源互联网》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年，385 页。 
 
Table 3. The number of job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driven by new energy industry investment 
表 3. 新能源行业直接与间接投资所带动的就业数量(按行业划分)单位：千份岗位 

 中国 巴西 美国 印度 日本 孟加拉国 德国 法国 欧盟其余国家 

太阳能光伏 1652 4 194 103 377 127 38 21 84 

液态生物燃料 71 821 277 35 3  23 35 47 

风能 5072 41 88 48 5 0.1 149 20 162 

太阳能供暖/制冷 743 41 10 75 0.7  10 6 19 

固态生物质燃料 241  152 58   49 48 214 

生物气 209   85  9 48 4 14 

小规模水电 100 12 8 12  5 12 4 31 

地热能   35  2  17 31 55 

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   4    0.7  5 

总计 8088 919 768 416 387.7 141.1 346.7 168 581 

资料来源：REN21，“Global trends in sustain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6”。 
 

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颠覆传统能源体系中油气的主导地位，巩固了我国在特高压、智能电网领域的

领先优势，同时有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效差距。此外，全球能源互联网输送的是经济、安全的

清洁能源，将突破化石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随着技术进步，风力、水力与太阳能发电成本将明

显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廉价、平稳的动力支持；智能化的能源供需调节机制，

使得能源发展较少受到地缘政治、金融操控、自然灾害与垄断经营的影响，减少能源价格波动，更好

地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兼具坚强和智能特征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抵御风险能力强，能够自动识别大

多数故障和风险，具有故障自愈功能，可以应对台风、地震等外力破坏，为区域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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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以新一轮的能源改革为契机，加快建立安全可靠、经济高效、清洁环保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

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经过近年来的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国在电源技术、电网技术、储能技术

和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重点解决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安全性问题。

未来几十年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加强理论

研究、理念传播、技术攻关和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 
国家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制定合理的清洁能源阶段性发展目标与规划，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

如补贴、税收等机制，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鼓励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并结合城市特色，

积极构建可再生能源示范和推广基地，扭转东中部大中城市传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积极推进以

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战略，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扶持力度，提高专项资金额度，加快构建可再生能源

技术与设备研发格局，并以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院所为依托，设立相关研究项目，对能源互联网体系

架构、相关协议标准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加快组建全国性能源互联网产业联盟和研发基地[10]；合理调

整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对清洁能源领域专业人才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利用优惠政策吸

引和聘用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尽快改变我国相关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相对落后的

现状；深化与欧美等国家的能源合作机制，形成国际性多元化能源合作平台，鼓励中国的能源企业抓住

时机“走出去”，并为中国企业在电力援助或新能源项目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

开展有效的国际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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