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关于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投资的

实施意见》，分别在能源项目建设、上游勘

探开发、煤炭加工转化和炼油产业、油气管

网建设、电力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就民间资

本投资做出具体部署，其中民资投资页岩

气、参股核电站建设成为新亮点。

《意见》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股建设

大型炼油项目，以多种形式建设和运营大

型炼油项目中的部分装置或特定生产环

节。在油气管网建设方面，支持民间资本

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投资建设跨境、跨区

石油和天然气干线管道项目，等等。

一位石油业人士告诉记者，页岩气领

域对于民间资本更为放开，将对产业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而油气勘探开发方面则要

具体看《意见》执行落实情况。

此前，国土部发布的“民间资本投资国

土资源领域实施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民

间资本投资页岩气、煤层气、油砂等非常规

油气开采。

《意见》指出，将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投

资范围，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以多种形

式参与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建设和运营。

其中，在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方面，支持

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

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以多种

形式投资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项目，投资建设煤层气

和煤矿瓦斯抽采利用项目。

在煤炭加工转化和炼油产业方面，鼓

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以多种形式投资建

设和运营煤制气等煤基燃料示范项目；鼓

励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大型炼油项目，以多

种形式建设和运营大型炼油项目中的部分

装置或特定生产环节。

同时，在油气管道建设上，支持民间资

本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投资建设跨境、跨

区石油和天然气干线管道项目；以多种形

式建设石油和天然气支线管道、煤层气、煤

制气和页岩气管道、区域性输配管网、液化

天然气（LNG）生产装置、天然气储存转运

设施等，从事相关仓储和转运服务。

与此同时，在电力方面，《意见》指出，

支持民间资本扩大投资，以多种形式参与

水电站、火电站、余热余压和综合利用电

站，以及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发电项目建设，参股建设核电站；鼓励民营

企业参与火电站脱硫、脱硝装置的建设、改

造和运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网建设。

此外，在新能源领域，继续支持民间资

本全面进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鼓

励民营资本扩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

物质能领域投资，开发储能技术、材料和装

备，参与新能源汽车供能设施建设，参与新

能源示范城市、绿色能源示范县和太阳能

示范村建设。

上述《意见》指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民

营企业，依法合规成为大型煤炭矿区开发

主体以及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等非常规

油气开发主体。水电、风电等特许开发权

的配置，不得设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歧

视性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能源价格方面，《意

见》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公平享受可再生能

源发电、煤层气（瓦斯）综合利用发电上网电

价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大用

户直接交易；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竞

价上网试点；放开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出

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虽然《意见》提到，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

开展油气勘探开发。但在厦门大学能源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看来，国家鼓励和

引导民营资本进入的还是非常规油气资源

方面，传统油气资源并未放开，上游垄断将

会依旧存在。比如，《意见》的第七条规定，

民营企业可作为开发主体的能源种类并不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国家能源局指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

民营能源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进行融

资，通过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规范发展，保护民间投资者权益。同时，支

持能源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专项建设资

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等财政资金，对包括

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

新政为民间资本投资能源“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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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宗庭

据外媒近日报道，美国田纳西大学的

研究人员已经成功研发出一项隔离和稳定

中心螺线管的关键技术，该技术用于正在

开发中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

此举将利用核聚变能联网发电的可行性又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相对于目前使用的核

裂变技术，核聚变技术可以提供更多的能

量，而风险却小得多。

田 纳 西 大 学 机 械 学 教 授 大 卫·埃 里

克、航空航天学教授马杜·马杜卡尔和生

物医学工程教授马苏德·帕兰领导的研究

小组完成了 ITER 项目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实验成功地测试了隔离和稳定中心

螺线管的技术。该实验装置是 ITER 的主

架构，同时这项研究也关系到 ITER 项目

的进展。

马杜·马杜卡尔表示：“ITER 的目的是

实现核聚变能联网发电。核聚变的能量要

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更加安全和高效。我

们不会再面对像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的核裂

变反应堆发生失控所带来的危险。此外，

核聚变反应几乎不会产生放射性废物。”

ITER 是介于当前的等离子物理实验

装置和未来的核聚变发电站之间的一个试

验性步骤，其目标是要建造第一个可自持

燃烧的核聚变实验堆。从技术上说，ITER

装置是一个能产生大规模核聚变反应的超

导托克马克，俗称“人造太阳”。

“ITER 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该计划

是人类实现安全、高效、洁净的聚变能源梦

想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这个计划在

30 年的运转周期里预计耗资超过 100 亿欧

元，参与者有包括欧盟、美国、俄罗斯、日

本、中国、印度和韩国在内的 33 个成员国，

覆盖全球 60%的人口和 80%的 GDP。他们

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科学团队，共享

各自的资源，以满足这一概念实现规模化

生产所需的科学与工程技术。

ITER 的使命是证明核聚变能在工程

和经济上的可行性。ITER 需要取得技术

上的关键突破：稳定地越过 1022 的“聚变

三重积”；超过能量的“收支平衡点”；实

现 10 倍的能量增益 Q 值以证明利用核聚

变能在工程上是可行的，并具有实用的经

济价值。

目前，一座示范性反应堆正在法国南

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

卡达拉舍建造，预计 2020 年开始运行。这

项工程为进一步探索和发展能直接用于商

用核聚变发电的相关技术，为建造未来的

核聚变能示范电站，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

础和必要的技术基础。

ITER 采用了 1968 年苏联人发明的托

卡马克装置。托卡马克又称环流器，是一

个由环形封闭磁场组成的“磁笼”，高温产

生的等离子体就被约束在类似于面包圈的

磁笼中。托卡马克装置通过约束电磁波驱

动，创造氘、氚实现聚变的环境和超高温，

并实现人类对聚变反应的控制。

据新华社电，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所日前传出喜讯，我国新一

代“人造太阳”实验装置（EAST）辅助加热

中性束注入系统（NBI）兆瓦级强流离子源

分别完成了氢离子束功率 3 兆瓦、脉冲宽

度 500 毫秒的高能量离子束引出实验，以

及束功率 1 兆瓦、脉冲宽度 4 秒的长脉冲离

子束引出实验。本轮实验获得的束能量和

功率之高在国内尚属首次，实验结果接近

项目设计指标，标志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性束注入加热系统基

本克服所有重大技术难关。

EAST 是世界上首台全超导托卡马克

装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中心场强达 3.5

特斯拉，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它将是在

ITER 实现之前国际上最重要的托卡马克

物理实验基地。

该装置有真正意义的全超导和非圆截

面 特 性，连 续 放 电 时 间 预 计 将 超 过 1000

秒。国际专家普遍认为，其工程建设和等

离子体稳态运行模式研究将为 ITER 的建

设提供直接经验和基础。

■ 缪传俊

能 源 资 讯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公

布的两份最新报告显示，2011 年全球可

再生能源投资总额达 2570 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同时，太阳能超越风能成为全

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首选。

近日，总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的 UNEP 公布了《2012 可再生能源投资

全球趋势报告》。这是 UNEP 公布的第

五版报告，数据主要来自彭博新能源财

经（BNEF）。权威组织加上可靠的数据

来源使得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可再生能

源投资领域的风向标。

报告指出，尽管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

争越来越激烈，但去年全年不包括大型水

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总投资仍然增

长了 17%，达到创纪录的 2570 亿美元，比

2004 年增加了 6 倍，与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2007年相比，其投资总额高出了94%。

此外，报告还公布了许多令人欣喜的

数据。2011 年可再生能源技术扩展到了

更多新兴市场。大约有 50 个国家安装了

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光伏发电也快速扩

展到新兴国家和地区，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的家庭已经超过 2 亿户，全球很多公共建

筑和办公楼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这

些都是 2011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在不

利经济条件下仍创新高的重要因素。

2011 年太阳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最大赢家。2570 亿美元的总投资

中有半数来自太阳能领域。德国、意大利

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安装量增速惊人，中

国和英国在小规模太阳能光伏投资上遥

遥领先，而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则在大规模

太阳能集热发电项目投资上表现抢眼。

在这些国家强劲表现的推动下，2011年太

阳能领域的投资额猛增至 1470亿美元，同

比增长52%，是风电的两倍还多。

虽然部分国家削减或取消太阳能补贴

给产业带来了一定打击，但成本降低仍令投

资者看好太阳能市场。报告称，太阳光电组

件价格在 2011年下降近 50%，这使得太阳

能发电的竞争力与化石燃料更加接近。

在国家层面，去年中国在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投资额为 520 亿美元，占全球

投资总额的近 1/5。美国紧随其后，投

资额为 510 亿美元。德国、意大利和印

度分列第三至五位。日本以 90 亿美元

与英国和西班牙并列为世界第六。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

施泰纳认为，促使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额

进一步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如应对气候变

化、能源安全以及城市发展等，但无论是

从哪种考虑出发，都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正

带动经济体朝着低碳环保、资源集约的绿

色经济之路加速发展。 截至 2012 年年

初，全球已有至少 118 个国家制定了可再

生能源发展目标，超过一半是发展中国

家，去年这一数字仅为96个。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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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
投资达2570亿美元

近日近日，，我国首艘深水铺管起重船我国首艘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海

洋石油洋石油 201201””轮起航开赴南海投入试铺轮起航开赴南海投入试铺

管作业和荔湾管作业和荔湾 33--11 气田的气田的 15001500 米深水米深水

铺管施工作业铺管施工作业。。

图为中海油青岛公司员工和市民在图为中海油青岛公司员工和市民在

码头欢送码头欢送““海洋石油海洋石油 201201””轮起航轮起航。。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俞方平俞方平 摄摄

““海洋石油海洋石油201201””轮轮
青岛起航赴南海作业青岛起航赴南海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