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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很多固有弱点。在南部非洲国家调动各方力量控制疫情、引导经济
复苏，并确保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过程中，注入开发性金融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普及
方面的投资活力对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体”）的国家和人民至关重要。未来
几十年，南共体国家在发展能源基础设施，以推动发展、普及电力方面，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
战。目前，该地区还没有充足、可靠的能源和电力供应，大量南共体地区人民还无法方便地获
取电力，16个南共体国家中有8个通电率不足50%，马拉维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一些国家的通
电率不到20％。

为使南共体国家满足人民的需求和愿望，需要大幅增加对能源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在可再生能
源领域。能源和电力是支撑经济发展过程的基础：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可以利用该地区最强的
一些比较优势，保障更好的增长、机会和人民福祉。开发银行、赠款机构和出口信贷机构等开
发性金融机构在为南共体能源部门的扩展和结构转型供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的惯常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对常规能源的投资无法在该地区创造足够的就业和直接的社会
经济机会，也无法按照要求的速度满足能源需求。此外，常规能源投资还伴随巨大的健康和环
境成本。或许最重要的是，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可再生能源价格迅速下降，国际融资方不愿
投资煤炭，燃煤电厂等常规能源在盈利方面已经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
不同程度的决定，将使得化石燃料在寿命到期前成为搁浅资产、甚至导致负债的风险越来越
大。尽管投资者对化石燃料的担忧日益增加，但南共体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仍有燃煤电厂
准备投入运行。

本报告表明，如果南共体国家将新提出的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RDF）与可再生能源的高目标
结合起来，且如果本地、区域和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都能紧随其后，到2040年，南共体地区可
以实现百分之百的能源普及、53%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并有望未来实现零碳增长。基于南
部非洲电力联盟的工作，我们预计，南共体地区要实现204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53%的
目标将需要新增60.7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或每年新增2.8吉瓦。2015年以来，南共体地
区一直以每年1.5吉瓦的速度部署可再生能源，缺口1.3吉瓦；到2040年预计每年需要24亿美元
投资，或总计528亿元投资，每年的平均投资需求仅相当于南共体国家总国内生产总值的0.3%
。可见南共体地区是有可能满足人民的能源需求，并加快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增进人民福祉
的。

从其本身的功能出发，开发性金融是帮助南共体国家的商业部门克服可再生能源投资障碍的重
要工具，因此，在使该地区走上更清洁的能源发展道路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我们在本报告
中讨论的，商业部门通常不愿在南共体地区投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在存在政策不确定性或监
管框架不清晰的国家，以及承购方违约或其他信用风险大、前期资本成本高和技术挑战大的国
家。本报告阐述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由于投资期限长、具备能够获得赠款和其他优惠融资的业务
模式，且具有政策目标，从而在南共体地区的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
是，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各自能力不同，报告仅统计到7个在南共体地区为基础设施和可再生
能源提供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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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报告的估算，过去十年间，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可再生能源供资超过100亿美元，或每年
约10亿美元。本报告发现，有三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占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南共体地区可再生能源
供资总额的61％，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其余由世界银
行、欧洲投资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在该地区运作的许多其他多边和国
家开发银行提供。

除估算南共体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需求和潜力外，本报告还指出了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障碍，并阐
释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具备的独特优势。如果未来几十年开发性金融机构能
够协调并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商业融资也可能得到带动，帮助该地区走上实现能源安全与经
济繁荣所需的道路。根据本报告的分析，我们建议：

• 南共体国家承诺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53%，并将新提出的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
与53％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

• 南共体国家作出坚定的国家政策承诺，并创造与53％的目标保持一致的有利环境，并促使
其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与该目标保持一致。

• 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和实施提供项目准备和项目包装方面的支持，加
快53％目标的实现。

• 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农村和离网发电提供支持，以实现完全的电力普及。

• 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填补南共体及相关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
能填补的缺口为上述努力提供支持，包括在汇率风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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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大幅增加1，目前可再生能源占全球发电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2。
在全球能源普及率和电气化率最低的非洲，可再生能源可成为提升能源普及率最快、最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之一，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绿色能源消费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

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内3，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已经历了迅速增加。截至2018年，可再生能
源约占发电装机容量的28.7％4，该地区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21,760兆瓦。另有17,361兆瓦
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处于融资交割阶段或待投产阶段5。

该地区在能源普及、发电装机容量以及可再生能源扩展计划方面，发展仍然高度不平衡。随着
可再生能源商业竞争力的提高，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部分原因是风能和太阳能
等技术成本的降低，可再生能源在经济效益方面相对化石燃料的吸引力也在增长。可再生能源
的资本成本在不断下降（电价也随之下降），且不存在与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相关的财务风险。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不断增加还有助于解决该地区的电
力短缺，扩大该地区的能源普及途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可与农村电气化倡议中
的微型电网有效结合。

可再生能源可成为该地区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除了为南共体国家提供发展所需的更多电力，可
再生能源还可带来额外的连带惠益，包括创造就业，通过扩大供应链和开发本地解决方案增加
工业活动，扩大区域服务贸易，创造市场，减少国际收支余额，振兴可再生能源所在的区域。
例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估计，现代可再生能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了293,000
个就业机会，其中有66,000个在南非6。

目前南共体国家政策和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中可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合计包括37.5吉瓦新
增装机容量，不含到2018年底已上线的装机容量。预计所需投资为667亿美元7。根据我们在本
报告中的分析，当前可追踪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供资额仅101亿美元，目前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供资
趋势与未来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本报告的目标
本报告阐明了开发性金融能够如何帮助南共体国家实现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进一步的能
源普及的转型。报告列出了该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需求与潜力，并分析了当前南共体地区可再生
能源技术消纳、普及的趋势，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能源融资的趋势。报告还概述了该地区使用
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挑战与障碍，并总结了当前的最佳实践与经验，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区域主
体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支持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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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写本报告，报告著者进行了采访和研究调查9，并于2019年10月14-15日在博茨瓦纳哈博罗
内举行了研讨会。上述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开发性金融机构官员、决策者、学术界、民间社会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报告借鉴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的能源融资数据库、南共体地区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区域
和政府间组织的公开可得数据。

本报告的内容如下：第2章介绍南共体国家的区域背景、当前的能源背景，以及围绕可再生能
源目标的政策蓝图。第3章介绍活跃于该地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最新融资趋势数据。第4章
重点介绍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利用的主要挑战，包括阻碍投融资的监管、社会、市场和融资
挑战。第5章详细介绍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南共体克服上述障碍采取的创新和协作举措。最
后，第6章为南共体秘书处及活跃于该地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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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区域背景

区域背景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一个社会、经济和地理特点多样化的地区。16个成员国的人口水平有很
大差异。南共体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总人口的33％，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三个最大的国家——刚
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和南非。南共体的经济环境也高度多样化。南非是南共体按国内生产
总值计算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其次是安哥拉。而以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计算，塞舌尔、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位列该地区前列。自2014年以来，由于全球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以及干旱（影响水力发电）等其他因素，该地区许多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有所下降。兑美元汇率下跌也加剧了这一趋势。10

作为南共体最大的经济体，南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最高，总发电量和用电量也最高。南非
还拥有最多样化的发电组合，包括化石燃料、核能、抽水蓄能和传统水电、太阳能和风能项目
以及进口电力。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吉瓦时计算，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南非位居该地区前列。
按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的百分比计算（仅含有数据可查的国家），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
莫桑比克、南非和赞比亚最高（见表1：区域统计数据）。

按可再生能源技术划分，水电项目在当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总发电量和规划开发中均占主
导地位。该地区还有很高的气候多样性11。博茨瓦纳是唯一一个没有水电项目的国家。而在一些
南共体国家，水电是唯一一种被利用的可再生能源12，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变化13。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量仍然很低，尤其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只有南非的太阳能（4,412吉瓦
时）和风能（4,924吉瓦时）发电量很大14。新的太阳能光伏项目也在被迅速引入，包括莫桑比
克的40兆瓦Mocuba项目、赞比亚的两个50兆瓦项目以及纳米比亚的一个37兆瓦项目；纳米比
亚正在提议在Arandis建设40兆瓦的集中式太阳能项目，南非已批准了7个集中式太阳能项目，
其中6个已经在运行当中。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也准备筹建新的风电项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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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区域统计数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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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1 528 3 129 49% 8 11 74% 31.8 4 100 105.8

博茨瓦纳 3 927 0% 0 3 0.2% 2.3 7 596 18.6

科摩罗 1 25 4% N/A 0.9 1 312 1.2

刚果民主共
和国

2 442 2 457 99% 9 10 98% 86.8 463 47.2

斯威士兰 61 70 87% 0 N/A 1.1 3 243 4.7

莱索托 74 74 100% 1 N/A 2.1 1 154 2.8

马达加斯加 197 246 80% 1 N/A 27 450 12.1

马拉维 351 352 100% 2 N/A 18.6 339 7.1

毛里求斯 192 782 25% 1 3 20% 1.3 10 491 14.2

莫桑比克 2 661 2 724 98% 14 17 83% 30.4 426 14.5

纳米比亚 367 538 68% 2 2 90% 2.5 5 231 14.5

塞舌尔 10 106 9% 0 N/A 0.1 15 629 1.6

南非 6 973 50 774 14% 10 255 4% 58.6 6 151 366.3

坦桑尼亚 577 1 375 42% 3 8 33% 58 958 57.4

赞比亚 2 442 2 734 89% 13 14 89% 17.9 1 513 26.7

津巴布韦 750 2 048 37% 4 8 56% 14.6 1 333 31.0

南共体 18 629 68 361 27% 67 330 N/A 354 1 792 725.7

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总发电量数据来源不同（分别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南部非洲电力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已占总装机容量的29％，这与南共体可再生能源与能
源效率战略与行动计划的目标一致，即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区域电网的比例至少达到33％，
到2030年至少达到39％17。

除了科摩罗、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岛国，12个南共体大陆国家的电力公司通过南
部非洲电力联盟（SAPP）连接组织在一起。根据2017年12月南部非洲电力联盟公布的计划，
到2040年，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发电量将在2015年292太瓦时的基础上至少增加70%，即增至
495-714太瓦时18。这将使南部非洲电力联盟国家的人均用电量从2015年的992太瓦时增至2040
年的1,124-1,622千瓦时。作为参考，2014年的世界人均用电量为3,132千瓦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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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上述估计需求，南部非洲电力联盟估计，取决于区域整合水平（整合水平提高，所需的
新增装机容量降低），到2040年其发电装机容量需增加72-88吉瓦，这将使区域发电装机容量
（不含南共体岛国）达到127-143吉瓦20。根据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模型估算，新增装机容量需
要投入1,140亿至1,540亿美元，另需要投入11亿至36亿美元用于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尽管相对于
南共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言，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将投资分散到每年，实际
上仅相当于南共体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7％至0.9％。一份 2015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估计，2014
年至2020年，发展中国家需要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投入电力部门21。

在2017年南部非洲电力联盟计划的“现实的”情形下，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0吉瓦需要对新增装机
容量投入1,177亿美元，另需要投入33亿美元用于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情形下，到2040年，
南部非洲电力联盟国家的发电组合将包括约53%的煤电、12％的其他热力发电、30％的水能和
5％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核能；2016年的发电组合包括69％的煤电、4％的其他热力发电、18％
的水能，以及9％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核能22。

2017年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计划中还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潜力估算，包括了一个“高可
再生能源”的情形23。在此情形下，到2040年发电装机容量需达到157吉瓦，其中53％是可再生
能源。南部非洲电力联盟国家的发电组合将包括约36%的煤电、27％的水能、26％的其他可再
生能源、10％的其他热力发电，以及1%的核能。在此情形下，计划到2040年水能和其他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分别达到42.4吉瓦和37.9吉瓦，分布如下：风电18,287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
17,976兆瓦，生物质能发电727兆瓦，集中式太阳能发电700兆瓦，地热能发电200兆瓦，以及
沼气发电18兆瓦。南部非洲电力联盟预计“高可再生能源”情形下需要1,399亿美元的投资24。

能源普及
南共体地区各国能源普及率差异很大。例如，塞舌尔群岛和毛里求斯群岛的通电率接近100%
，而16个南共体国家中有9个通电率不足50%，马拉维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通电率不足20%（
见表2）。整个南共体地区，约36%的总人口能够用上电。这相比十年前28.3%的能源普及率有
了显著进步。尽管如此，一些南共体国家的能源普及率仍然为全球最低，且低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43%的平均能源普及率25。各国正在寻求通过农村电气化机构和专门的农村电气化总体规划
来加快提高能源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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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16年南共体国家通电率（占人口百分比%）

2016年能源普及率/通电率（%） 2016年未通电人口（百万）

合计 城市 农村

安哥拉 41 69 16 17
博茨瓦纳 61 78 37 1
科摩罗 77 93 71 <0.2
刚果民主共
和国

17 78 – 68

斯威士兰 66 83 61 <1
莱索托 34 66 16 1
马达加斯加 23 67 17 19
马拉维 11 42 4 16
毛里求斯 100 100 100 –
莫桑比克 24 65 5 21
纳米比亚 56 77 29 1
塞舌尔 100 100 100 –
南非 86 93 68 8
坦桑尼亚 33 65 17 36
赞比亚 31.4 67.3 4.4 11
津巴布韦 38 86 16 11
南共体 48 75 32 49

数据来源：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2018年）

部分南共体国家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26

许多国家制定了表明政策重点、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国家目标。至少有9个南共体国家在政
策中明确了可量化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表3列出了这些目标和政策。这些目标合计包括37.5
吉瓦的新增装机容量，不含到2018年底已上线的装机容量，预计所需投资为667亿美元27。需要
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与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估计数据不同，原因是计算方法不同。目标估计是
根据各国政策中的国家目标自下而上计算的，而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数据是为满足预计需求的
区域规划。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估计仅考虑了大型联网系统，而国家目标涵盖所有可再生能源
技术，不论其规模大小。如第3章所示，目前记录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供资额仅101亿美元，仅
占满足上述目标所需的总投资额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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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南共体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包含国家自主贡献）

国家 相关政策及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

安哥拉 《2014年安哥拉可再生能源战略》28。目标包括，到2025年：

• 大型水电达到5,000兆瓦

• 生物质能达到500兆瓦

• 太阳能达到100兆瓦

• 风电达到100兆瓦

• 小型水电达到100兆瓦

博茨瓦纳 《2016年国家发展计划（NDP 11）》，以及2007年发布的《2007年国家发展计划

（NDP 10）》29。目标包括，到2025年：

• NDP 10：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25%

• NDP 11：到2025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达到100兆瓦

马达加斯加 2015《2015-2030年能源政策》30：

•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85%（估计为7,900吉瓦时），其中75%为水
电，5%为风电，5%为太阳能光伏发电

毛里求斯 2014年更新的《2011-2025年能源战略行动计划》31，以及2009年发布的《长期能源

战略》32。

• 《长期战略》：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达到 35%

• 《2011-2025年能源战略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

• 风电达到98.4兆瓦

• 太阳能光伏达到65.3兆瓦

• 沼气发电装机达到2.3兆瓦

• 离网可再生能源达到5兆瓦

莫桑比克 《2018年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规划（PDIE）》33：

• 风电达到530兆瓦

• 太阳能光伏达到150兆瓦

纳米比亚 《2016年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34

•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达到49%-70%。在70%情形下：

• 太阳能光伏达到530兆瓦

• 风电达到349兆瓦

• 水电达到347兆瓦

• 集中式太阳能达到150兆瓦

• 生物质能达到40兆瓦

塞舌尔 2012年发布的《2012年塞舌尔可持续发展战略》35。到2030年：

• 可再生能源达到15%

• 风电达到6兆瓦

• 太阳能光伏达到3.2兆瓦

• 微型水电达到0.75兆瓦

• 建成5个试点沼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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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相关政策及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

南非 《2019年电力综合资源计划（IRP）》36,37。到2030年：

•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39.7%

• 风电达到17,742兆瓦

• 太阳能光伏达到8,288兆瓦

• 水电达到4,600兆瓦

• 集中式太阳能达到600兆瓦

坦桑尼亚 《2015年“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行动议程》38。目标是到2030年：

• 大型水电达到2,954兆瓦

• 太阳能达到120兆瓦

• 风电达到100兆瓦

• 生物质能达到67兆瓦

津巴布韦 《2019年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39。目标是到2030年：

• 可再生能源达到26.5%

• 太阳能光伏达到1,575兆瓦

• 生物质能达到275 兆瓦

• 小型水电达到150兆瓦

• 风电达到100兆瓦

• 250,000个太阳能热水器

• 建成8,000个家用沼气池和288个机构用沼气池

如以上表3所示，许多南共体国家都在其国家规划政策和战略中直接提出了可再生能源目标。
例如，南非的综合资源计划将能源结构作为满足国家能源需求的综合计划的一部分，并呼吁对
南非的能源结构作出重大改变。综合资源计划还为煤电、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光伏、水能和
核能等具体能源技术制定了一系列装机容量目标。博茨瓦纳国家发展计划（NDP 10）的目标是
到2015年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15％，到2030年提高25％。莫桑比克的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规
划针对发电、输电和配电领域的扩展，以及发电组合多样化提供了指导方针，并且包括了500
兆瓦风电和150兆瓦太阳能光伏的目标。

有8个南共体国家开展了“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差距分析，安哥拉、斯威士兰、马拉维、莫桑比
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几个国家还制作了行动议程和/或投资说明书，列明了融资需求、
当前计划以及可投资的项目40,41。

国家自主贡献

2019年，南共体地区排放了5.67亿吨二氧化碳（不包括土地用途转换产生的排放）42，约占全
球与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0.86％43，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4％。44

南共体全部16个国家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议》提交了国家自主贡
献。在16份南共体国家自主贡献中，除一个国家外，所有国家均包含可再生能源贡献，其中11
个可量化45。国家自主贡献中各国的承诺的“贡献”有“有条件”和“无条件”之分。顾名思义，有
条件的贡献取决于发达国家额外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无条件的的贡献是各国无
论是否获得外部气候变化援助都计划采取的措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包含可量化可再生能源贡
献的南共体成员国中，有6个国家制定了无条件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包括安哥拉、莱索托、马
拉维、塞舌尔、南非和津巴布韦，其余国家仅制定了有条件的目标。南共体国家国家自主贡献
中可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装机容量合计29.6吉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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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列出了南共体成员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所有可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47。这些政策目标的范围
和目标都不尽相同。 

表4：南共体国家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量化的可再生能源贡献48

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量化的可再生能源贡献

国家 无条件 有条件

安哥拉 • 水电达到760兆瓦

• 风电达到100兆瓦

• 到2030年为建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投入113.4亿美元

• 水电达到6,540兆瓦

• 风电达到681兆瓦

• 生物质能达到640兆瓦

• 太阳能达到438兆瓦

• 小型水电达到192兆瓦

• 离网太阳能达到100兆瓦，预计成本为1.5亿美元

博茨瓦纳 • 无

科摩罗

•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42%

• 到2030年太阳能光伏达到14兆瓦

• 到2030年地热能达到14兆瓦/占16%

• 到2030年水电代替10,300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刚果民主共和国 • 投入20亿美元用于水电

• 投入2.4亿美元用于生物质能发电

斯威士兰

• 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翻一番

• 到2030年使用10%生物乙醇汽油

• 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00兆瓦

莱索托

• 投入3.51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

• 投入1,000万美元建设微型电网

• 小型水电达到3兆瓦/投入300万美元

• 投入6亿美元用于小型水电

• 投入3.51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

• 投入400万美元用于风电

• 建成60,000个沼气池，成本为1.08亿美元

马达加斯加 •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9%

马拉维

• 水电达到351兆瓦

• 到2030年建成20,000个太阳能发电
系统

• 到2030年安装2,000个太阳能热水器

• 每年1,800万升乙醇

• 每年200万升生物柴油

• 到2025年水电达到800兆瓦

• 每年垃圾填埋场甲烷回收发电达到95吉瓦时

• 到2030年安装18,000个太阳能热水器

• 每年2,200万升乙醇，1,800万升生物柴油

毛里求斯 • 无

莫桑比克 • 无

纳米比亚 •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从33%提升到70%

• 沼气：到2030年将N2O排放量减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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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量化的可再生能源贡献

Country Unconditional Conditional

塞舌尔 •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15%

• 太阳能光伏发电达到90兆瓦/投入1.91
亿美元

• 太阳能光伏达到15.8兆瓦/投入2,900万美元

• 到2035年80%的家庭普及太阳能热水器

南非 • 已批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5,243兆
瓦/投入160亿美元

• 在考虑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6,300兆
瓦

坦桑尼亚 • 无

赞比亚 • 无

津巴布韦

• 投入3亿美元用于水电

• 小水电达到27兆瓦

• 到2030年建成1,250个容积50-80立
方米的沼气池

• 水电：到2030年投入50亿美元/排放量减少153,160亿克二
氧化碳当量

• 投入30亿美元用于离网太阳能发电

• 太阳能热水器：到2030年投入12.3亿美元/排放量减少
1,790亿克二氧化碳当量

• 乙醇混合汽油：到2030年投入1亿美元

一些国家自主贡献针对能源组合中可再生能源的构成提出了更广泛的能源政策目标，目标年份
均为2030年。例如，科摩罗有条件地计划可再生能源达到42%；南非的国家自主贡献包含无条
件的6,300兆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其已由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采购；马达加斯
加的有条件目标是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35%提升到79%；塞舌尔的无条件目标是到2030年可
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15%49。

区域倡议
在区域层面，1996年首次通过的《能源议定书》（目前正在修订）始终是南共体成员国之间能
源合作的框架文件，南共体一直通过该文件制定区域能源开发目标，关注可再生能源、能效和
节能等问题50。

2000的年《南共体能源部门行动计划》和2012年的《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计划》均列出了
该区域为促进国家能源政策进展以及共同关注的事项，促进整个地区平衡、公平的能源发展将
要做出的努力。南共体还成立了非洲南部区域能源监管机构协会，以协调能源部门及子部门的
区域监管政策。

近年来，2017年批准的《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了电力普及、可再生能
源和能效方面的区域计划，包括到2025年通电率达到71%，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组合的
比例达到33%等51。

其他现存机构，如1995年成立的南部非洲电力联盟，长期在区域层面发挥着能源交易平台的作
用。目前，9个成员国已加入合并电网，以降低成本、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共同电力市
场。这可以帮助发挥可再生能源部署增加的协同效应——电网互联基础设施可缓解因不可调度
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间歇性中断造成的系统干扰。除安哥拉、马拉维和坦桑尼亚之
外，所有非洲大陆成员国均已接入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电网。

南共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由南共体各国能源部长于2015年成立，是南共体的附属组
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能效技术以及能源服务的市场化利用，促进提升整个南共
体地区现代能源服务的普及和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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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资金流与开发性金融机构

如以上讨论所示，南共体成员国对于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利用有明确的抱负，且许多国家已
经在国家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之内和之外设定了明确的政策目标。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速度
将受到能否获得内外部融资的严重影响。

本章中，我们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南共体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供资做出了
估算。随后，我们讨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对于清洁能源的承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为清洁能源
以及能源普及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介绍了南共体地区清洁能源融资的合作工具。

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南共体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供资
支持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普及的融资格局范围广泛且复杂，我们认为可再生能源融资领域需要更
加清晰和透明。这将有助于明确融资方能够如何协调及补充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活动。

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我们记录了南共体可再生能源项目来自区域内外101亿美元的开发性融
资。

为得出这一数字，我们统计了活跃于南共体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以下四类（详见附件一表
10）：

1. 全球多边开发银行

2. 活跃于非洲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及机构

3. 南共体国家的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4. 在南共体地区活跃的非南共体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我们从各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布的信息以及公开的能源融资数据库中收集了信息（见附件一的
表11和表12）。我们统计的机构和收集的数据显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可再生能源部门的供资
呈现出多样且高度不对称的特征。图1显示了2007至2018年各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情况。



24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图1：2007至2018年各国可再生能源融资情况（百万美元）52

数据来源：著者编制，见研究方法说明。

如图1所示，该地区可再生能源融资中（仅含收集到的数据），南非的项目获得的融资额最高，
其次为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三大国家——南非、赞比亚53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占总融资
额的80%以上。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图5按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接收国列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可再生能
源项目融资。许多机构的资料有所缺失，尤其是但不局限于南共体的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见
附件一的表12）。可以看出，融资额最大的几笔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
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津巴布韦提供的贷款超过了这些国家从其他来源获取的融资总和。
按融资额计算，巴西开发银行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是可再生能源部门仅次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第二大和第三大融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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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07-2018年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南共体的可再生能源供资（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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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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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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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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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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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银
行

阿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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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碳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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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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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施

基
金

非
洲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方
案

合
计

（
百

万
美

元
）

 

南非 1 156 550 523 306 330 180 71 3 116

赞比亚 2 015 128 20 80 88 34 13 161 22 5 2 566

刚果民主共和国 1 027 218 84 45 1 374

安哥拉 1 127 70 1 197

莫桑比克 340 16 21 71 42 17 507

津巴布韦 320 167 487

坦桑尼亚 330 5 22 16 6 380

整个地区 236 236

马达加斯加 1 74 16 90

纳米比亚 61 61

马拉维 16 10 26 52

莱索托 21 21

塞舌尔 9 9

两国（赞比亚、津

巴布韦）
6 6

合计（百万美元） 3 362 1 467 1 354 1 150 766 489 427 391 180 167 161 93 40 26 17 11 10 099

数据来源：著者编制，见研究方法说明。

按技术划分，我们确认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供资绝大部分投入了水电，投入超过57亿美元；另
外至少有11亿美元和2亿美元分别投入了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其余数据由于缺少项目详细资料，
无法按具体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类别划分。

表6是按项目个数，而不是总融资额统计的数据。我们追踪到122个包含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项
目。表6的数据显示，尽管南部非洲开发银行供资的项目数最多，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世界
银行为该地区更多国家提供了融资。这表明，世界银行和欧洲贷款行的供资更为分散，较低金
额的项目数更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供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平均成本仅2,700多万美元，而
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该地区供资的项目的平均成本为11.6亿美元。类似地，按融资额计算该地区
第二大贷款行巴西开发银行仅参与了集中在两个国家的7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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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007-2018年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南共体供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项目个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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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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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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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基
础

设
施

基
金

合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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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 33 2 5 4 5 2 1 52

赞比亚 2 4 4 2 1 1 2 1 1 1 19

坦桑尼亚 1 3 1 2 1 8

刚果民主共和国 2 2 1 2 7

整个地区 7 7

安哥拉 1 6 7

莫桑比克 1 1 2 1 1 1 7

马达加斯加 1 1 2 4

马拉维 1 1 1 3

津巴布韦 1 2 3

纳米比亚 2 2

莱索托 1 1

两国（赞比亚、津巴
布韦）

1 1

塞舌尔 1 1

合计（个数） 36 18 14 11 9 8 7 5 3 3 2 2 1 1 1 1 122

数据来源：著者编制，见研究方法说明。

开发性金融机构对清洁能源的承诺
为了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应对气候挑战，全球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采取了重要措施。关于开
发性金融机构为与《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所作的承诺已有丰富文献。参见
2019年Bhattacharya等人、2018年Larsen等人，以及2018年Wright等人的著作。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政策已向新的绿色优先事项倾斜。例如，2019年11月，欧洲投资银行宣
布，2021年以后将停止支持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项目55。2017年，法国开发署在现有的将50%
的年度融资投入“对气候有直接积极影响的项目”的承诺基础上，承诺其行动将“100%与《巴黎
协定》”保持一致56。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也采取行动，将煤炭排除在融资范围外，或将资金用
途限制为仅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支持可再生能源也是南部非洲开发银行重点侧重的领域，其
在南非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中发挥的作用也表明这一点57。非经合组织双边债权人中，中国进
出口银行也在2016年的《绿色金融白皮书》中强调了更多参与可再生能源融资的意愿58。一些
较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还获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绿色气候基金的认证59，可获得
绿色气候基金的支持。认证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遵守绿色气候基金和国际社会的环境和社会保
障标准。南部非洲开发银行是绿色气候基金的认证实体，还拥有两个获批机制，即嵌入式发电
投资计划（EGIP）和气候融资机制（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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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机构对“清洁能源”的定义不同。大多数活跃于南共体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对“清洁能源”的定
义包含所有可再生能源（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但有些不包括大型水
电，有些则包括天然气和沼气60。 

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
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私营商业贷款人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对盈利能力和风险的态度。与商业银行不
同的是，尽管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股东仍然希望其盈利，但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一定要采取利润最
大化的经营方式。与私营贷款人不同，开发性金融机构通常在项目开发中发挥预先筹资和能力
建设的作用。表7列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融资之间的区别与互补之处。61

表7：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商业融资之间的区别与互补

开发性金融机构 商业融资

发展任务 商业任务
长期贷款 中短期贷款
追求利润 利润最大化
计算经济回报率 计算财务回报率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能力建设

项目准备

这种灵活性使开发性金融机构可承担一些商业银行单独参与风险太大的项目。因此，开发性金
融机构可通过直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引入商业银行，在减轻风险方面发挥关键的补充作
用。通过这种合作，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更优惠的债务条款提供融资，从而抵消私营部门对回
报的预期。

与商业银行合作有助于克服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些障碍，也可以提高项目的信誉，从而吸引更多
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并分担风险，确保单个实体不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

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为项目供资，还在项目的规划和启动等其他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国
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在向受援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机构能力有限是许多
政府的常见问题，对加强能力建设有着直接需求。

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项目所有者和小型项目开发商缺乏能力和资源的预可行性研究和可
行性研究阶段即是这种情况。能力的不足也会影响并行领域，例如社会和环境挑战。开发性金
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在从综合规划、政策实施到开展可行性研究等许多
发展中国家都非常缺乏的融资以外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与外部和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共同融
资可弥补当地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但也需要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帮助当地机构建设必要能力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规划部门，就是负责管理南部非洲开发银
行的项目准备资金和第三方资金，以协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发基础设施交付框架的机制。

另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是为项目提供担保服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
需要主权担保才能获得资金。但这可能并非在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开发
性金融机构在能力建设的同时提供担保或风险分担机制也是一种方法。对于参与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小型独立发电商，这可作为解锁资金的强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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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人融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融资、赠款及一些国家资金一起成为融资来源，混合融资越来
越为该地区所接受，这极大降低了借贷成本，使项目更易负担。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国家直接
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提供的资金很少，开发性金融机构采取商业模式进行贷款决策的行为正变
得越来越普遍。

南共体清洁能源融资的合作工具
以上挑战与障碍需要结合多种工具与方法来解决。在这方面，开发性金融机构正在不断创新，
与其他机构合作，并尝试使用新的工具扩大和加速清洁能源的部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工
具并不缺乏。表8列出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行为者已经设立，
且可供南共体地区利用的一系列创新合作融资产品。这些产品旨在（1）降低资金成本；（2）
减轻信誉和汇率风险；（3）消除参与障碍，以将中小型企业和当地社区引入可再生能源市场
（即金融普惠）；（4）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腾出更多融资活动的
空间；（5）引入养老金和基础设施基金（绿色债券）；（6）缩短项目达到可融资阶段的时
间；（7）延长融资期限；以及（8）降低电价，使能源对非洲大多数人口来说更易负担、更易
获取。附件二对表8中的产品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

表8中列出的许多工具有多种用途，包含以下一项或多项功能：

• 赠款

• 债务（优先债务及次级债务）

• 优惠融资

• 技术援助

• 股权投资

• 担保/保险

• 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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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南共体可再生能源融资的基金与工具 

基金/金融产品 赠
款

债
务

（
优

先
债

务
及

次
级

债
务

）

优
惠

融
资

技
术

援
助

股
权

投
资

担
保

/保
险

绿
色

债
券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 √ √

绿色气候基金（GCF） √ √ √ √ √ √ √

全球环境基金（GEF） √ √ √ √ √ √ √

绿色基金 √ √ √ √

气候融资机制（CFF） √ √

嵌入式发电投资计划（EGIP） √ √ √

南共体项目准备与开发机制（南共体/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 √ √

新开发银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可再生能源信贷额度 √

欧洲投资银行–东南非贸易与发展银行可再生能源信贷额度 √

非洲开发银行Room to Run证券化工具 √

非洲50国基金 √ √ √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基金 √

Africa GreenCo √

法国开发署绿色能源基金 √

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SEFA） √ √

非洲气候变化基金（ACCF） √ √

调适利益机制（ABM） √

非洲碳支持计划 √ √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基础设施项目准备基金 √ √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能源效率方案（PPSEEP） √ √

非洲私营部门援助基金（FAPA）–日本私营
部门特别基金

√ √

气候投资平台（CIP） √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非洲中心 √

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 √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AREI） √

非洲贸易保险机构（ATI/ACA） √

UNLOCK（经合促进公司的担保计划） √ √ √

欧洲可再生能源保证计划（EGRE） √ √

欧洲联盟–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EU-AITF） √ √ √ √ √ √

Access共同发展机制（ACF） √ √

欧洲联盟能源倡议合作伙伴关系对话基金（EUEI PDF） √ √ √ √ √ √ √

战略能源咨询与对话服务（SEADS）

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AEEP） √

非洲－欧盟可再生能源计划（RECP） √

非洲气候韧性投资基金（AFRI-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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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金融产品 赠
款

债
务

（
优

先
债

务
及

次
级

债
务

）

优
惠

融
资

技
术

援
助

股
权

投
资

担
保

/保
险

绿
色

债
券

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 √ √

加拿大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可再生能源项目 √ √ √

国际金融公司–加拿大气候变化计划 √ √ √ √

气候投资基金 √ √

东南非共同市场项目准备和执行部门（PPIU） √

电气化融资计划（ElectriFI/EDFI） √ √ √ √

能源与环境伙伴关系信托基金（EEP Africa） √ √ √

全球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基金（GEEREF） √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 √

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PIDG） √ √

GuarantCo（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的一部分） √

非洲基础设施基金（InfraCo Africa） √ √

新兴非洲基础设施基金 √ √ √

国际开发协会（IDA）私营部门窗口 √ √ √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SUNREF II √ √ √

国际金融公司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基金（IFC InfraVentures） √ √ √ √

南非基础设施投资计划（IIPSA） √ √ √ √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发展基金项目基金 √

联合抵换额度机制日本基金 √ √ √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服务提供机制 √

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金（DevCo）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政治风险担保 √

私营融资网络（PFAN） √

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项目发展基金 √

联合国清洁能源早期项目资助计划（SCAF） √ √

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SEFA） √ √ √

非洲企业挑战基金（AECF） √

芬兰–国际金融公司气候混合融资计划 √

英国跨政府繁荣基金 √

英国气候投资倡议（UKCI） √

非洲电力离网项目（PAOP） √

数据来源：著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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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可再生能源融资及利用的障碍

本章列出了南共体地区可再生能源融资以及扩大利用的主要挑战。我们列出了五个相互有重叠
部分的挑战：1）煤炭主导模式及既得利益；2）风险和财务挑战；3）治理和监管问题；4）协
调、能力建设和技术挑战；以及5）社会影响、普及程度和连带惠益。每项挑战均涉及若干维
度，表9对这些挑战进行了总结，本章中将详细论述。*

表9：可再生能源融资的障碍

煤炭遗留问题

• 丰富的煤炭资源

• 历史遗留问题

• 以煤炭为主的政策轨迹

• 既得利益

• 采矿工作机会减少的影响

风险和财务
挑战

• 承购方违约风险及承购方信誉

• 不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和低成本融资的获取

• 汇率风险

• 项目准备和项目可融资性

• AAA信用评级和国际银行法规（巴塞尔协议III）

• 国际机制和倡议未达预期

• 农村通电及规模经济

• 公私伙伴关系

治理和监管问题

• 腐败印象

• 政策和电价不确定性

• 主动竞标采购框架

• 官僚主义和延误

• 承担项目的政治意愿

协调、能力建设和
技术挑战

• 当地缺乏能力与技术专长

• 数据和信息

• 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 输电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

社会影响、普及程度
和连带惠益

• 就业机会和劳动力的不确定性

• 贫困与能源普及

• 社区一级的利益共享

• 当地反对与利益相关方协商

• 本地化与进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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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遗留问题

丰富的煤炭资源

尽管该地区可再生能源有了显着增长，但仍然严重依赖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传统能源。一些南共
体国家煤炭资源丰富，短期内煤炭似乎是发电和能源普及的最便捷的选择。正如一位受访者
指出的那样，“煤炭仍然是基本负荷资源，煤炭资源的丰富意味着各国政府将默认煤炭的使
用。”62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南共体至少拥有103.95亿吨无烟煤和烟煤探明储量，占
全球储量的1.5%63。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排在第二位，但距离第一名
的差距甚远。

历史遗留问题

发达国家依靠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完成了工业化，因此这也成为了一条被默认的发展道路，而
这一事实更加阻碍了从煤炭向其他能源的过渡。由于工业化需要消耗大量电力，许多人认为可
再生能源不足以为南共体的工业化议程提供动力。

南共体国家制定了以煤炭和水能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政策，尤其
是南非。尽管在世界其他地区，新建燃煤发电厂的趋势正在消
减，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完全停止了新建燃煤发电厂，煤炭发电
的装机容量不断下降，但南共体仍在投产和建设燃煤发电厂，例
如博茨瓦纳的Morupule B发电站、南非的Medupi和Kusile发电站，
以及津巴布韦Hwange热电站7号和8号机组扩建。还须指出的是，
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源需求已经不再增长，而相比之下许多发
展中国家由于电气化和工业化推进，能源消耗正呈指数式增长。

以煤炭为主的政策和融资环境

几位受访者认为，该地区还无法放弃煤炭，一些机构也在继续支持并为煤炭项目提供融资。
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南非的三家大型商业银行——莱利银行、标准银行和FirstRand已提
出，尽管目前仍有煤炭项目投资，但今后不会再为煤炭项目提供融资64。南部非洲开发银行支
持采取平衡的能源结构，向低碳经济进行公正过渡。通过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气
候融资机制和嵌入式发电投资计划，南部非洲开发银行支持了8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支持了
南非政府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

人们仍然怀疑西方国家提出可再

生能源别有用心。西方国家依靠

煤炭发展起来，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甚至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排放源，但他们仍

然坚持要求可以低成本获取煤炭的发展中

国家采用可再生能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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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该地区仍较为陌生，使得融资方在投入资金时比较谨慎。建立对可再生
能源可行性的信心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正通过发挥带头作用逐步打消融资
方的担忧。例如，南非工业发展公司（IDC）通过购买集中式太阳能和若干风能项目的股权，
积极建立融资方对此类项目的信心。

表2列出了不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并将其与化
石燃料的价格进行了比较。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太阳能和风能
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迅速下降，现在在许多地区都可与化石
燃料竞争。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预计，到
2020年将要投产的陆上风电和电网级太阳能光伏发电中，将分
别有四分之三和五分之四以上的装机容量的电力价格低于价格最
低的新建煤炭、石油或天然气发电65.

图2： 2010–2018年全球电网级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数据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图S1

注：数据为项目投产年份。圆圈直径代表项目规模，圆圈中心为项目成本（Y轴）。粗线代表每年投产的发电厂的全球加权平均平准化度电成本。经
合组织国家和中国的实际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7.5%，世界其他地区为10％。横条块代表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区间，竖条块代表每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当年
发电成本的5%到95%。

我们愿意开发高风险的新技术项

目，目的是建立对新技术的信任和

投资者对新技术的信心。”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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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

南共体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和以煤炭为燃料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一些关于化石燃料根深蒂固的观
念、利益和惯性，也成为了向更清洁的能源组合过渡的障碍。主要投资者、政界人士、银行和
其他融资方，甚至是国有电力公司，都在化石燃料行业拥有既得利益，这可能会阻碍与这些利
益背道而驰的可再生能源的推广。这也反映在该地区的制度、监管、融资、供应链和专业知识
框架中，其中每个框架都需要时间与努力来适应可再生能源带来的新可能性。

有些人认为，与其放弃化石燃料，不如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用于纳入气候适应战略和提高燃
煤电厂的效率。这种方法包括采取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排放物的新安全技术，从而使燃煤电厂
更高效，更环保。但是，很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代表都承认，气候减缓政策和国家自主贡献的
要求也给继续依赖煤炭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南共体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是对可再生能源技术认识和支持不足。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南共
体，人们对可再生能源的潜在连带惠益（如就业和创造财富）和生态优势的认识仍然不足，对
化石燃料的破坏性影响、隐性成本，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识也同样有限，例如在空气污
染相关的公共卫生以及医疗卫生成本方面。这导致私营部门对一些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
兴趣有限。应当指出，环境影响评估可以作为更好了解拟议项目潜在气候和其他环境影响的工
具。

此外，煤炭和化石燃料行业得到既得利益以及劳工组织的支持（后者将在社会影响部分进一步
讨论），至少在南非如此。受访者指出，在这一方面，关键是大力宣传可再生能源的效益、可
行性和消除贫困的潜力，但迄今为止，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社会团体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有
限。

风险与融资挑战

承购方违约风险及承购方信誉

承购方风险被认为是南共体地区清洁能源投资中最紧迫的风险和阻碍之一。调查受访者认为，
承购方违约对投资者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其次是电价不明和腐败66。承购方的信誉是提高可再
生能源项目可行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些承购方（例如采矿业）可以接受硬通货购电协议并
有抵押品，而大多数国有电力公司承购方信誉较低，需要已经财政紧张的政府提供主权担保。
南共体中的国有电力公司是垂直整合的（即控制能源供应链的所有阶段，包括发电、输电和配
电）。许多国有电力公司还常年破产，需要政府纾困和其他特殊措施。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状
况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简言之，国家的流动性不足以为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35

不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和低成本融资的获取

可再生能源项目是资本密集型项目，初期需要大量资本支出。加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质上
是长期投资，且回报慢，低资本成本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经济上可持续的关键决定因素。

除南非外，资本市场不发达也是大多数南共体国家为可再生能源调动资金的一个主要障碍。在
发达国家，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低成本资本的重要来源，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如果资本市场完备，南共体国家私营部门投资的一些挑战也将得到解决。但除南非
以外，大多数南共体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仍然不发达，因此难以获得私人资本，项目成
本很高。这使得对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公共融资机构的需求更加强烈。

汇率风险

南共体国家采用的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都为进口。因此，为购买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技术
而进行的借贷均以国际货币完成，通常是美元。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项目出售电力产生的收
入均以当地货币计价。这产生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如当地货币贬值，项目未来产生的收入可能
不足以偿还债务。解决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汇率风险的一个常用方法是由国有公共事业
公司（最终是政府）通过以美元计价的购电协议承担风险。但这种方法常常并不能缓解或适当
解决风险，在发生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国有公共事业公司或政府仍面临巨大风险。汇率风险还
可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对冲工具来减缓，但这通常降低了项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

项目准备和项目可融资性

在一些情况下，关键的财务挑战是项目本身的可融资性，而不是缺乏可支配的资金。尽管许
多方面表示融资供应不足，但一些融资机构却的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IDC）指出，问题在于融资方缺少投资兴趣，而不是他们（和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可支配
的资金不足。调查受访者还注意到，对于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拥有大量可支配
资金的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而言，问题在于缺少“好”项目。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代表谈到银行与开发商之间存在脱节，他们指出，开发商
在与融资方接触之前“缺乏准备”，部分原因是对“可行”或“可融资”项目的理
解不同，问题是银行和开发商之间对预期缺少共识。

预可行性和预投资阶段的融资缺口也是帮助项目提高融资性的主要障碍。预
可行性规划对于潜在融资方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小型开发商往往缺乏需要的
技术、能力和资金的一个方面。

一些组织正在采取措施解决投资者信心和开发商能力不足的问题。南共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
率中心最近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合作建立了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创业支持机制67。该技术支助
机制不提供财务援助，而是专注提升和加强南共体可再生能源企业评估可持续能源商业潜力和
制定可行业务计划的能力，以及在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联系。

资金利用率很低。	我们与其他开

发性金融机构共同推进的一些项

目在市场上无人问津。”——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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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个问题，促进成功开发值得融资的项目并推向市场，南共体还建立了南共体项目准备
与开发机制。该机制将在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准备和可行性研究阶段提供技术援助，以向投
资者和融资方介绍值得融资的项目，并重点关注那些可能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项目68。

项目准备还包括开发与国家基础设施目标保持一致的项目方案。这将向市场发出政府对可再生
能源承诺的信号，因此非常重要。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可用于方案的开发。

AAA信用评级和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协议III）
制约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尤其是主要多边开发银行融资的因素之一是维持AAA信用评级的重
要性。维持AAA信用评级的任务进一步提高了风险规避的门槛，使开发性金融机构本质上趋于
保守，因为放贷的增加面临着信用评级降级的风险。

相反，放松AAA评级可能会在融资额方面打开巨大潜力。有估计数字表明，信用评级的小幅放
松可能会在该地区增加19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融资69。根据Munir和Gallagher（2018年）的估
算，对于8家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允许信用评级下降一级到AA+将共计释放9,185亿美元的贷
款空间，相比AAA评级增加3,200亿美元70。尽管后一种选择将增加机构的借贷成本，但对于许
多机构来说，盈利能力仍然可以保持，且扩大融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收益远远超过
这些成本。

另一制约国际贷款行的因素是国际银行监管（例如巴塞尔协议III）对项目融资的限制。满足巴
塞尔协议III的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要求可能会增加成本并限制可用于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长期项目融资额。

国际机制和倡议未达预期

近年来，诸如新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机制和倡议建立了吸引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资金流入该地区的合理预期。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制定和实施评估分析和行动
议程，但对于国际资金将按照这些计划流入的预期并未取得成果，融资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
现。这些机制和倡议包括但不局限于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清洁发展
机制、气候适应基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需要评估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利用这些工具的要求很高，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在进行认证、编写授权报告上
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成本。此外，许多工具都有严格的报告要求，包括监测评估以及社会和环境
报告要求。例如，绿色气候基金的项目需要共同融资，且对于申请机构而言，认证过程非常费
力费时。需要6到12个月的时间，对于能力有限的中小型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而言，认证的要
求也过于消耗。未达预期的机制和倡议使得对整个系统及未来倡议的信心下降。尽管如此，南
部非洲开发银行有两项新机制，即嵌入式发电投资计划机制和气候融资机制得到了绿色能源基
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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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通电及规模经济

另一个障碍是地理因素：许多可再生能源项目非常适合农村地区，通过离网和微电网解决方案
为农村社区提供电力。农村人口的特征意味着人口不会天然地聚居在产生密集用电需求的枢纽

周围。这种市场规模小且分散的特征导致较小型项目的交易成本相对较
高，并且由于所服务的地区经济活动水平低（主要是家庭和私人用电），
因此需求端的动力往往不足以证明项目在财务上的合理性。许多南共体农
村地区的普遍贫困又加剧了上述情况。

这种状况降低了商业吸引力，使此类项目或者不可行，或在财务上对投资
者不具吸引力，阻碍了可再生能源项目为包容性增长做出贡献的潜力。除
南非以外，该地区其他国家农村市场的较小规模也阻碍了投资者产生兴
趣。 例如，丹麦能源管理局指出：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新的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例如，值得强调农村电气化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
在解决能源普及方面发挥的作用。安哥拉、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
亚和津巴布韦建立了农村电气化机构来解决能源普及问题，似乎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一些国
家，农村电气化的任务由国家电力公司承担。在存在农村电气化框架的地方，开发性金融机构
也应考虑支持农村电气化机构，而不是仅仅关注国家电力公司71。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被誉为是将私营部门的创新和风险管理能力与公共部门的支持相结合，降低
项目风险、结合公私部门资金优势的方法。但公共和私营部门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是南
共体地区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一则障碍。建立强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常面临着意识形态上
和实际的挑战：此类倡议通常未能明确界定私营部门的作用，尤其是电气化等农村能源普及倡
议，并且在私营（逐利）部门参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仍有阻力和反对的声音。尽管
南共体财政和投资部长于2013年批准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区域框架，但成员国在国家层面采用
该框架的步伐缓慢，尽管南非等国家已制定了自己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标准，一些国家也已起
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采购框架。

纳米比亚私营部门参与最大的挑战是缺乏规模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稀疏的人口和农户房屋之间的距离确实否定了并网和离网解决方案的商业

可行性……目前对于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离网、小规模解决方案没有显而易见的

商业模式。”

我们有大量微电网可再生

能源解决方案等待供资，

这些项目由于规模小可能无法吸

引私营部门的资金”——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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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激励机制和时间跨度不同，从私营部门筹集资金可能很困难：能源往往本质上是长期投
资，无法为寻求利润的私人融资提供其所需的短期回报。全球经济衰退使许多公司受到严重打
击，削弱了私营部门对“非核心”的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兴趣。商业银行对高风
险项目的高收益的要求不断增加，这给需要获利的项目支持者带来了沉重负担。

对于农村地区的能源普及，农村电气化机构或其他（配电和计量）公共机构可采用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模式与私营部门合作进行发电和提供服务。这种模式将使开发性金融机构更易加入，尤
其是在捆绑项目的情况下。

治理和监管问题

腐败印象

腐败问题是阻碍南共体地区可再生能源融资和利用的主要风险之一。根据调查受访者的反馈，
平均而言，腐败是对投资者来说的第三大“风险”。腐败影响所有基础设施项目，不是可再生
能源独有的问题。但是，腐败加上以上讨论的支持化石燃料的既得利益以及政治干预，加剧了
南共体（及其他）地区可再生能源面临的障碍。一个例子是对南非采购过程中不当行为的指
控，几名受访者提到，国有电力公司Eskom和影响力很大的古普塔（Gupta）家族涉嫌通过优
惠协议进行腐败交易72：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南共体地区的腐败程度并不相同。一些国家公共部门的感知到的腐败程
度相对较低。例如，根据2018年清廉指数，博茨瓦纳在180个国家的清廉程度排名中排在第34
位，塞舌尔在175个国家的清廉程度排名中排在第28位73。在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发电装
机容量最大（见表1）的南非和安哥拉，腐败印象仍然是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与私营部门建立伙
伴关系的障碍。

政策和电价不确定性

缺乏明确的长期政策和/或政策未明确支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常常不足且政府预算支持有限，特别是与化石燃料行业享受的持续补贴和
政治支持相比。

……煤炭行业……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例如，据称古普塔家族被指控利

用煤炭优惠协议从ESKOM勒索钱财。”——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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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权交替的变化，政策优先事项可能也会变化，新上台的政府对可
再生能源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及前任政府。这可能会转化为电价的不确定
性。尽管已经制定了电价或签署了购电协议，但南共体地区（以及世界
其他地区）的政府往往仍试图对已经达成的购电协议进行重新谈判，从
而降低了投资者对政府及其遵守用电协议能力的信心（即降低了项目的
可融资性）。例如，在煤炭行业的工会提起诉讼后，南非能源部被禁止
签署27个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这些协议本可使国家电力公司Eskom与
几家投资者达成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购电协议。这加剧了潜在投资者
在能源领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国家电力公司是否将被分拆成规模更
小、效率更高的实体。

过去十年，一个全球趋势是拍卖逐渐取代可再生能源回购电价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采购机
制。拍卖也被称为招标，对政府和电力公司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这种方式可使其从技术价格的
下降中获利，而相比可再生能源回购电价，技术价格下降的额外利益直接由开发商获取。特别
是对于太阳能发电和风电来说，拍卖是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价格快速下降的关键。

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拍卖与保证一定回报的可再生能源回购电价相比风险较高，尤其是在
上述存在电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此外，拍卖使竞标者倾向于低价竞标，特别是在预计可再生
能源技术成本将继续下降的情况下。这增加了开发商无法收回成本的风险，使新项目融资更加
困难。这个问题对于小型开发商以及市政公司和合作社影响尤其大，他们无法承担竞标失败的
成本，因此在拍卖中处于不利地位。

恶性竞标

在以上包括腐败和电价不确定性等许多监管薄弱环节和障碍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基础
设施恶性竞标的盛行。在允许主动竞标，以及采购过程不受适当监管审查及战略性项目规划的
情况下，恶性竞标可能成为腐败和系统效率低下的主要渠道。在南共体地区和许多其他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主动竞标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尤其是在该地区最主
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之一水电项目中。

官僚主义和延误

尽管南共体国家的政策议程总体上是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且政府通常乐于作出可再生能源项目
承诺，但承诺的实施通常存在问题。在大部分人口面临能源匮乏的地区，承诺建设包括可再生
能源在内大型项目一直被视为是获得政治资本的一种方式。但项目的实施挑战很大。即使存在
政治意愿，政府官僚作风严重阻碍了承诺的顺利履行。由于许多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求项目
资金必须经主权政府发放或由主权政府担保，因此在项目批准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经历层
层官僚机构。一个例子是赞比亚的离网工作组，该工作组包含多个负责地方土地权等不同领域
的小组委员会。各方、各部门和各私营部门参与者之间的协调可能减慢实施速度并导致项目延
误74。

关于ESKOM的分拆一直存在争

议。但政府对该问题的左右

摇摆也给政策方向带来不确定性。

许多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

构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不愿在该问

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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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能力建设和技术挑战

当地缺乏能力与技术专长

在南共体地区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最大挑战之一不是成本，而是技术能力。可再生能源技术
需要相当的技术能力，而南共体国家通常无法达到要求的规模。项目常常依赖于外国专家形式
的人才进口，但外国专家可能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而无法达到最佳运营效果。

外国专家的费用增加了项目的时间和成本投入。这对未来项目完成后的可持续性也有影响，因
为需要开展大量培训和技术转让工作，以确保未来技术和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所需的专业知识本
地化， 75。鉴于系统需要在偏远地区建设和运行，而在这些地区可能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又
加剧了这一问题。

数据和信息

对南共体地区可再生能源项目感兴趣的投资者通常面对缺少清晰、可靠的信息的状况。许多国
家缺乏推动投资决策所需的统计数据、动态建模、电网整合研究，以及足够详细的能源预测。
类似地，关于可再生能源潜力的许多可用数据也不够详尽或更新不及时。

数据不足会对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私营部门需要来自公共部门的可靠信息。这需要通常由
国家、地区和市级收集的高质量的数据。可用数据不够透明也会加剧这一问题。

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我们的调查显示，有必要提升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清洁能源信息公开，
尤其是南共体的国家开发银行。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并未公开其融资活动数据，或数据不透
明。这不利于可能为同一部门供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
非金融服务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可从协调中获益，以更好地分配资源、避免潜在的重复工作。
在金融主体之间，以及金融主体和政府之间，协调和信息共享是关键。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已
经存在合作机制和平台，例如侧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以及
南共体层面的南共体金融资源中心和南共体开发性金融机构论坛。南共体能源专题小组每年召
开两次会议，讨论和分享有关能源项目的信息。能源专题小组由南共体秘书处和一名来自出资
方/实施合作伙伴的代表共同主持，小组成员包括实施合作伙伴（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法
国开发署、欧盟、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南共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南部非洲电力联
盟、非洲南部区域能源监管机构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

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是，在高风险国家，可融资的项目数量很少，这意味着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
开发性金融机构经常竞争同样的项目。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围绕风险与可融资性的分歧也导致
在机构合作中对风险的规避，尤其是在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的一些机构中。总体而言，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已规范了与有相同配置的相同机构合作的模式。例如，欧洲投资银行、法
国开发署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合作和共同融资方面早已建立了模式并积累了经验，并在互认
倡议（MRI）下具有共同的标准与预期。在互认倡议下达成的共识是，由一名融资方牵头，所
有合作伙伴在项目实施和保障方面都遵循相同的标准和准则，从而减少重复工作。南部非洲开
发银行与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之间也有类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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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新合作伙伴或其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的意愿很低，主要是由于建立新
的合作，建立共同信任与共同做法的交易成本很高76。此外，问责问题也给合作的机构带来了
风险。即使诸如互认倡议等工具也无法完全消除对次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问责问题：即使一家
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是牵头融资机构，但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仍与其相关，为其带来声誉和成本问
题。这使得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难以将责任完全委派给另一合作伙伴，与合作的初衷背道而
驰。

输电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

南共体整个区域及成员国的输电基础设施总体上都不发达。此外，南共体中现有的输电基础设
施是为集中可调度的常规能源（主要是煤炭和水能）设计和建造的，并不完全适合与太阳能和
风能等不可调度的可再生能源一起使用。现有输电线通常距离风力发电场和太阳能发电场较
远，并且系统的设计不适应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天然的间歇性特征77。市场准入的困难是在该
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障碍。这需要建设新的输电设施并加强现有输电设施，涉及监管、
社会和政治问题。

目前，南共体国家之间可通过政府间的协调和规划来提升区域电力整合，以发挥区域层面的潜
在协同效应。例如，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竞争性日前交易市场和日间交易市场在可再生能源调度
方面运作良好，并且向独立发电商开放。独立发电商的主要障碍是进入跨国市场和输电基础设
施的准入。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可再生能源技术区域互连的战略选址可实现跨国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的空间多样性，将电力输送到供应不稳定的国家78。阻碍进一步整合的一些考虑因素包括对能
源主权的看法，以及谁从建设基础设施的连带惠益（例如就业和地方发展）中受益等问题。

T区域能源议程[相关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很差，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等区域

能源计划停留在纸上，实施欠缺。各国政府没有在计划实施所需的区域输

电线和其他区域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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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能源基础设施极易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例如2019年在莫桑比克登陆的台风“伊代”），在
设计新输电和发电基础设施时需考虑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此外，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
质能的发电量和运营情况都依赖短期天气或中长期气候变量，且非沿海热电厂由于需要大量冷
却用水，也受到可用水量的影响。

社会影响、普及程度和连带惠益

就业机会和工会反对

在发达国家，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在创造就业方面是净影响是正面的，实际上，美
国可持续能源部门的“绿色就业岗位”现在已超过煤炭行业。但在南共体地区，必须对这一过
渡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特别考虑79。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和被淘汰的工作岗位在社会和地域分布
方面极度不对称。在南非等国家，煤炭行业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例如在南非有85,000个当地
标准的优质工作80。煤炭行业的就业者多为黑人，这又为该问题增加了种族色彩。煤炭工人和
煤炭行业间接创造的就业依赖度很高，这意味着淘汰化石燃料可能对采矿社区产生巨大的社会
经济影响。

由于认为可再生能源趋势会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工会和特殊利益群体在一些社区中在一定程度
上扮演了阻挠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角色。因此，需要制定“公正过渡”战略来补偿依赖化石燃料
的社区中可能产生的“损失方”，以及提供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过渡融资”。尽管过渡将创
造“绿色就业机会”，并会提高宏观层面的整体福利，但新的就业岗位为失业的化石燃料工人
提供的机会有限，因为这些工人可能不掌握可用于不同工作的技能，甚至新就业机会可能对于
非技术工人完全可望不可及81。工人的流动能力可能也有限，无法迁移到新的工作所在地。

贫困与能源普及

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许多障碍和挑战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内部问题。在南共体国家，
尤其是农村地区，能源普及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且对于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以及“公正过
渡”对这些社区意味着什么仍然存有疑问。对于大多数社区而言，无论来源是绿色能源还是化
石燃料，第一优先的都是实现通电。

家用可再生能源技术仍然需要相对较大的前期投资，对于许多最需要这些技术的离网农村社区
仍然遥不可及。尽管太阳能光伏系统等微型发电方案的成本逐渐降低，风力涡轮机等可再生能
源技术和设备成本，尤其在所需的前期投资仍然很高。由于市场分散且普遍认为回报有限，私
营部门对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投资有限。对于已经连网的社区，可再生能源高昂的初期家庭成本
也无法与化石燃料发电的边际成本（通常是补贴电价）相抗衡。

社区一级的利益共享

在规划新项目、确定项目经济收益分配时，土地使用权和与当地社区的利益分配可能成为导致
紧张的根源82。竞标的设计还可加入其它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在内的附带目标，例如将
当地成分纳入招标需求83。南非等国家已经制定了本地化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没有充分地传
达，且难以量化。例如，《优先采购政策框架法案》（2000年05号法案）和《广义黑人经济振
兴法案》（2003年53号法案）建议，按照70:30的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比例招标授权可再生
能源独立发电商。非价格因素要求开发商确认独立发电商运营所在地50公里半径内社区的社会
经济需求。尽管这是一项积极的措施，但对于如何评估和实现经济赋权的目标，以及独立发电
商表现的惩罚标准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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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政府已主动作出努力，在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中将社区包括为的法定受益人和
股东，市场也已接受了当地社区作为持股人的项目参与。尽管采购计划要求项目与当地社区共
享收益和所有权，但并没有特别关注社区对项目所有权的最大化。

当地反对与利益相关方磋商

当地社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反对通常是缺乏磋商以及对本地化策略的合理担忧导致的。目前
公共和私营部门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支持公私对话和多利益相关方磋商十分重要，既是
为了充分考虑环境和社会影响，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当地抵制。这要求合作伙伴之间保持
信息透明，并收集、共享高质量的信息。

尽管项目有潜力为当地社区带来社会福利和发展利益，但项目必须考虑当地影响以及如何吸引
当地利益相关方来支持项目：这些社会因素也会影响项目的长期社会可持续性 ，不仅仅是项目
本身的“可融资性”。

当地价值与进口

鉴于关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许多研究、开发和生产常常在南共体地区以外，将当地经济整
合到技术价值链中的机会有限。由于国内能力缺乏，劳动力本地化有限，当地采购面临国际承

包商的竞争，机会也有限。即使在推动建立本地供应链
的情况下，由于能力、长期政策规划和项目储备方面的
不足，供应链也可能在经济上不可持续。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拓展培训计划不仅可以建立必要的当
地能力，并且可以建立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技术转
让目标应纳入潜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赤脚学院等倡议
是针对当地乡村社区的小规模解决方案的代表，并通过
可再生能源项目为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84。

尽管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采购计划在很

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并未为工业化做

出贡献。例如，南非工业开发公司支持工厂组装

太阳能光伏板和制造发电塔等，但现在这些工厂

都已关闭。关闭的原因是能力不足，而非缺少资

金。”——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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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政策建议

尽管南共体在发展清洁能源和能源普及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目标、行动和融资方面仍存在很
大差距。本章提出了五个针对这些差距的可行建议，帮助南共体国家充分利用其巨大的可再生
能源潜力促进所有人的发展。

一、	 南共体制定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至少达到53%的目标
南共体应对清洁能源达成高层政治承诺，制定更高的区域可再生能源目标。

2017年的南部非洲电力联盟计划包括一个“高可再生能源”情形。在此情形下，可再生能源占发
电组合的53%（27%为水能，26%为其他可再生能源）。该情形是可以实现的，南共体应将该
数字作为该地区的最低高层政治目标，通过南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普通峰会确立该目标。

宣布确立该目标也将为明确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社会契约提供一个契机，阐明可再生能源能够如
何为工业化、能源普及、农村发展和经济转型等区域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与区域发展目标互
为支撑。最重要的是，政治目标还应包括在南共体地区的能源普及，并明确指出更高的可再生
能源目标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益处。

从《2030年议程》的角度，该目标中体现的政治目标将有助于实现目标7（清洁能源）、目标9
（基础设施、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和目标3（健康）。

二、	 使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与南共体53％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
一旦投入使用，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将成为推动南共体基础设施优先事项的一个关键工具。南
共体区域发展基金应承担支持南共体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的任务。这一任务可以通过承诺将一
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和能源普及的形式来实现。

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还可以帮助加强南共体项目准备与开发机制，并提供其他项目准备和能力
建设支持。

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应不仅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重要的是要支持南部非洲电力联盟的可再生
能源整合，以及区域一级的互连和输电基础设施，并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
据估计，取决于所替代的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互连可以减少供电需求，并节省6-20％的成
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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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第2.4节介绍的现有工具的基础上，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还可创建一个与全球和区域开
发性金融机构为项目进行共同融资的平台。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还可充当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平
台或交流中心，解决该地区能力方面的一些障碍。南共体可设立一个服务于技术援助机制的信
息平台，创建项目实施实践和经验的公共知识库。该平台还可建立一个南共体地区已开发和开
发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中央数据库。

三、	 使南共体国家的国家政策与53％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
南共体国家应使其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与至少达到53％的地区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

所有南共体国家都应制定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一个潜在可以借鉴的模式是由区域可再生能源
目标推动的欧盟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方案（NREAP）。在该行动方案下，各国采用统一的格式
公开其可再生能源目标，从而实现了清晰、透明和可比性。

除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之外，各国还应将更高的目标纳入第二轮国家自主贡献。

各国应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合理规划，包括综合资源规划、农村/离网能源总体规划、能源资
源勘察以及电网整合研究的投入。

南共体国家应加强对采购框架和恶性投标处理等问题的监管方式。清洁能源采购框架可以以整
体方案为基础入手。现在许多政府都认识到，整体方案是推进发电上网并提供政策确定性的最
快方法。与采购相一致，政府还应寻求加强电力公司的财务状况，以提高其作为承购方的信
誉，并酌情推行改革，促进独立发电商参与市场。这将有助于消除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主权担保
需求。

在能源普及方面，政府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下而上的评估，以了解以可再生能源微型电网等
最新技术为所有未获充分服务的社区提供第3级能源普及所需的金融和技术需求。该评估不仅
应强调实际需求，还应强调部署的实际操作性。

政策还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大学和技术学院中的本地资源和能力。在项目实施和影响管理过
程中利用当地技术和社会专长可为当地提供宝贵的就业、培训和技术转让机会。

四、	 使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
南共体国家应将其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与各国及南共体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保持一致。许
多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就能源融资作出明确承诺，例如不再为煤炭项目提供融资，以及提
供“符合气候政策”的融资。鉴于南共体地区的独特挑战，例如煤炭和化石燃料发挥的作用以及
机构风险，开发性金融机构应采用一种通用方法来评估项目的可融资性，从而使整个地区的可
行性研究和采购流程标准化，使风险较高的国家与整个地区的基准保持一致。国际开发性金融
俱乐部可作为一个平台，为成员开发性金融机构建立一套通用原则，并推动采购实践，使开发
性金融机构的能源组合更多倾向可再生能源。南共体能源专题小组是南共体以后的发挥能源信
息平台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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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和实施提供项目准备和项目包装方面的支持，加快53
％目标的实现。发展筹资机构还应支持农村和离网通电工作，以实现电力普及。

开发性金融机构内部也需建立并加强机构人员激励机制，以鼓励各组织内人员提高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优先级。这就需要许多机构摆脱普遍存在的使机构内的人员倾向于投大的大型常规能源
项目（以及大型水电项目），而不是中小型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放贷压力”。从项目贷款
向整体方案贷款的转变是另一个有助于克服以上一些障碍、采取更全面的战略应对该地区能源
需求挑战的积极进展。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可建立公私对话和平台，增进在预可行性和可行性研
究阶段对项目预期和责任的沟通，以缓解项目可融资性方面的问题。

五.	 呼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承诺填补缺口
满足南共体地区的清洁能源投资需求需要大量投资。尽管国内资源将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
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致力于填补资金缺口。这包括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
直接融资，以及撬动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致力于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
建立专门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来增加资金流动，利用多种资源进行联合融资和项目准备。这可以
包括多边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地方合作伙伴增进合作，增加对小型项目贷款的转贷举措，
技术援助，以及机构之间开展能力建设和相互学习等。

具有良好信用评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应大幅度增加并扩大为该地区可再生
能源项目提供的担保。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应支持南共体地区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融资，尤其是南共体已确定并列
为优先重点的输电和互连基础设施，例如连接津巴布韦、赞比亚、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的
ZIZABONA输电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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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研究方法说明

我们收集了表11中所列的20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项目和供资数据。数据仅包含公开提供信息的
机构。一些数据来自开发性金融机构自身向公众公布的信息。另一些数据，尤其是中国对外贷
款数据，来自若干学术研究项目收集整理的非洲国家项目融资数据集86。此外，数据仅包含债
务形式的开发性金融，不包括赠款和股权投资等其他形式的出资87。数据也不包括商业银行等
非开发性金融机构私人主体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仅侧重可再生能源融资的一小
部分。

透明度问题也使我们的数据收集受到局限，这源于许多国家开发银行都未公开发布有关贷款金
额或项目的信息。附录中的表11列出了数据来源和数据的透明度。获取数据和数据透明度的挑
战意味着即使是在优惠融资领域，我们收集的数据也无法准确涵盖所有主体和融资方。

一些列出的项目有多个资金来源，反映出该地区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些合作
通常源自与多边开发银行以及该地区以外的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建立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非洲开发银行、法国开发署、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南共体地区，有十家开发性
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项目供资。参加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安哥拉太阳银
行（Banque de Sol）、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南非工业发展公司（IDC）、Botswana Housing 
Corporation、博茨瓦纳公民创业发展局（CEDA）、津巴布韦工业发展公司（IDC）（有限资
本）、赞比亚开发银行（有限资本）和博茨瓦纳开发公司（BDC）88。南共体仅三家开发性金
融机构提供跨境贷款：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南非工业发展公司和博茨瓦纳开发公司。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类别

表10：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类别

类别 说明 名单 

多边开发银行
在全球或多个地区开展业务的开
发银行

• 世界银行

• 国际金融公司

• 新开发银行

• 伊斯兰开发银行

• 欧洲投资银行

区域多边开发银行 专注于非洲地区的多边开发银行

• 非洲开发银行

• 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基金

•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

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在一个或多个南共体国家提供开
发性金融的南共体公有金融机构

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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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名单 

非南共体国家开发性金融
机构

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为一个或多
个南共体国家提供开发性金融的
南共体以外的公有金融机构

• 日本开发银行

•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中非发展基金

•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 法国开发署

• 阿布扎比发展基金

南共体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及项目数据公开情况

表11：南共体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及项目数据公开情况

国家 机构 说明 

安哥拉
安哥拉储蓄和信贷银行（BPC）

安哥拉储蓄和信贷银行官网未提供能源投资相关的项
目信息，链接：http://www.bpc. ao/bpc/en/

安哥拉发展银行（BDA）
安哥拉发展银行官网未提供能源投资相关的项目信
息，链接：http://bda.ao/ pt-pt/

博茨瓦纳89

博茨瓦纳开发公司（BDC） 
博茨瓦纳开发公司网站“我们的投资”栏目下不包括
能源行业，仅包括制造业/工业、服务业、农业和
房地产开发，链接：http://www.bdc.bw/

博茨瓦纳储蓄银行（BSB）
博茨瓦纳储蓄银行官网未提供项目信息，链
接：https://www.bsb.bw/

科摩罗
科摩罗发展银行（法语名：Banque de 
Développement des Comores，BDC）

科摩罗发展银行不是南共体开发性金融机构网络成
员。

科摩罗发展银行官网未提供项目信息，链接：https://
www. bdevcom.net/#

刚果民主共
和国

发展金融公司（SOFIDE）
发展金融公司官网未提供项目信息，链
接：http://www.sofide-cd.com/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工业发展公司 (IDCE)
斯威士兰工业发展公司（https://www.idce.co.sz/
port/）

斯威士兰开发性金融公司（FINCORP）
斯威士兰开发性金融公司（http://www.fincorp.
co.sz/)）

斯威士兰国家工业发展公司（NIDCS）
斯威士兰国家工业发展公司（http://www.nidcs.org.
sz/index.html）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53

国家 机构 说明 

莱索托

巴苏陀企业开发公司（BEDCO）
巴苏陀企业开发公司官网未提供项目信息（链
接：http://www.bedco.org.ls/）

莱索托国家投资公司（LNDC）

http://www.lndc.org.ls/

莱索托国家投资公司官网提供了部分可再生能源信息
（链接：http://www.lndc.org.ls/ renewable-energy）
，但信息十分有限，无法用于投资组合研究和分析。

马达加斯加 国家控股公司（SONAPAR）
国家控股公司官网无能源项目信息，见链
接：https://www.sonapar.mg/index.php/en/

马拉维 出口发展基金（EDF）

基金侧重农业、农业加工、制造业、采矿、旅游和
运输服务等领域，不包括能源部门。链接：https://
edf.MW/index.php/focus-areas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发展银行（DBM）
毛里求斯发展银行未提供项目信息，链接：http://
www.dbm.mu/

莫桑比克90 国家投资银行（BNI）
国家投资银行未提供项目信息，链接：http://
www.bni.co.mz/areas-de-negocio/banco-de- 
investimento/

纳米比亚91

纳米比亚环境投资基金（EIF）
纳米比亚环境投资基金官网提供项目信息，链
接：https://www.eif.org.na/

纳米比亚发展银行（DBN）

纳米比亚发展银行官网提到，银行将电力部门视为
纳米比亚经济活动和社会福祉的首要驱动因素。官
网还提到，银行在包括可再生资源在内的输电和发
电融资方面拥有良好的往绩。但银行官网未提供能
源项目信息，链接：http://www.dbn.com.na/index.
php/ products-services/electricity

塞舌尔 塞舌尔发展银行（DBS） 
塞舌尔发展银行未提供项目信息，链接：http://
www.dbs.sc/

南非92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DBSA）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官网提供了一些能源项目的财
务信息：：https://www.dbsa.org/ EN/About-Us/
Projects-2018/Pages/Ithezi-Thezi.asp

工业发展公司（IDC）

工业发展公司官网有部分有关能源投资的项目
新闻（链接：https://www.idc. co.za/2015/10/26/
preferred-small-renewable-energy- producers-
announced/），但数据无法用于投资组合研究和分
析。

南非土地和开发银行（土地银行）

无项目信息。银行主要支持农业投资，向农民个人
贷款。

https://landbank.co.za/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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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机构 说明 

坦桑尼亚93

国家开发公司（NDC）
国家开发公司官网介绍了三个能源项目：http://ndc.
go.tz/power-production/

TIB开发银行（TIB）
TIB开发银行官网未提供能源项目信息，链
接：http://www.tib.co.tz/

赞比亚 赞比亚发展银行（DBZ）
赞比亚发展银行官网未提供项目信息，链
接：http://www.dbz.co.zm/

津巴布韦94 津巴布韦基础设施发展银行（IDBZ）（前身为津巴布
韦发展银行）

津巴布韦基础设施发展银行官网提到一些水电项目
（链接：https:// www.idbz.co.zw/project-operations/
government-projects/ current-projects），但数据无法
用于投资组合研究和分析。

数据来源：开发性金融机构网络成员，链接：www.sadc-dfrc.org

在南共体活跃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项目数据的透明度与公开情况

表12：活跃于南共体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项目的数据透明与公开情况95

机构名称 基
本

项
目

信
息

详
细

项
目

信
息

投
资

组
合

数
据

下
载

按
细

分
部

门
分

列
的

数
据

、
项

目
介

绍

多边开发银行 数据透明 数据公开

AfDB 非洲开发银行 √ √ √ √

EIB 欧洲投资银行 √ √ √

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 √

IFC 国际金融公司 √ √ √ √

IsDB 伊斯兰开发银行 √ √

WB 世界银行 √ √ √ √

NDB 新开发银行 √ √

国际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数据透明 数据公开

AFD 法国开发署 √ √ √ √

CDB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0 0 0 0

CHEXIM 中国进出口银行 0 0 0 0

CADF 中非发展基金 0 0 0 0

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 √ √ √

EIB 欧洲投资银行 √ √ 0 √

KfW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 √ √ √

EAIF 新兴非洲基础设施基金 √ √ 0 √

PIDA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 √ 0.5 0 √

SFD 沙特发展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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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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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数据透明 数据公开

BPC 安哥拉储蓄和信贷银行 0 0 0 0

BDA 安哥拉发展银行 0 0 0 0

BDC 博茨瓦纳开发公司 0 0 0 0

CDB 科摩罗发展银行 0 0 0 0

SOFIDE 发展金融公司 0 0 0 0

IDCE 斯威士兰工业发展公司 0 0 0 0

FINCORP 斯威士兰开发性金融公司 0 0 0 0

NIDCS 斯威士兰国家工业发展公司 0 0 0 0

BEDCO 巴苏陀企业开发公司 0 0 0 0

LNDC 莱索托国家投资公司 0 0 0 0

SONAPAR 国家控股公司 0 0 0 0

EDF 出口发展基金 0 0 0 0

DBM 毛里求斯发展银行 0 0 0 0

BNI 国家投资银行 0 0 0 0

EIF 纳米比亚环境投资基金 0 0 0 0

DBN 纳米比亚发展银行 0 0 0 0

DBS 塞舌尔发展银行 0 0 0 0

DBSA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 √ 0 0

IDC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 0 0 0

NDC 坦桑尼亚国家开发公司 0 0 0 0

TIB 坦桑尼亚TIB开发银行 √ 0 0 0

DBZ 赞比亚发展银行 0 0 0 0

IDBZ 津巴布韦基础设施发展银行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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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基金及其他金融工具

产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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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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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开发银
行项目准备基金

该基金为能力建设提供财务支持，并为公共和私营部门
项目提供吸引投资的项目准备指导。该基金将战略合作
伙伴的资金和/或其管理的第三方资金用于风险更高的
初期准备活动，其自有资金则投入项目后期。基金发挥
的这一促进作用使南部非洲开发银行能够引入第三方资
金。资金可用于16个南共体成员国的项目。

√ √

绿色气候基金
（GCF）

绿色气候基金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和气候韧性发
展投资、帮助脆弱的社会群体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
免的影响的全球平台。基金旨在通过大量引入私人资本
和专业知识来消除因市场失灵以及能力和认识不足导致的
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障碍。绿色气候基金还促
进私营部门和当地主体参与投资，包括中小企业和当地金
融中介。资金可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计
划。

绿色气候基金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2010
年设立的，目前全球对未来三年的绿色气候基金承诺为102
亿美元，到2020年，预计每年预算为1,000亿美元 。

资金通过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提供，包括：

•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 非洲开发银行

资金可提供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期限最长20年。

挑战：审批流程至少需12周。

√ √ √ √ √ √ √

全球环境基金
（GEF）

全球环境基金成立于1991年10月，旨在为弥补将具有国家
效益的项目转变为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过程中产生的“
增量”成本提供新的和额外赠款和优惠融资。全球环境基金
已提供了近200亿美元的赠款并撬动了1,070亿美元的联合
融资。全球环境基金专注于促进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和私
营部门投入资金，特别关注当地社区和性别平等。资金通
过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提供，包括：

•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 非洲开发银行

• 西非开发银行

挑战：审批流程至少需12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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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金

绿色基金由南部非洲开发银行代表南非环境事务部管
理。南非政府提供了8亿南非兰特的初始种子资金。
基金支持项目开发、能力建设和研究，旨在弥补通过
传统机制无法获取融资的创新绿色倡议的资金缺口。
基金力求消除障碍和弥补差距，发挥促进作用。

基金为初期研究到项目扩建的各个阶段提供财务和其他支
持。

√ √ √ √

气候融资机制
（CFF）

气候融资机制由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共同发
起，旨在增加南部非洲的气候相关投资。气候融资机制以
南非兰特计价，在共同货币区国家（南非、斯威士兰、莱
索托和纳米比亚）为私营部门项目提供联合融资。

气候融资机制解决了市场限制，通过引入私人部门资金资
金发挥促进作用。气候融资机制的支持目标是因无“增信”
而无法以市场利率获得资金的电网级项目。气候融资机制
提供第一损失或次级资金，期限最长可达15年。气候融资
机制可以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长期资金。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共同提供了20亿美
元的首笔资金。

优势：资金已获绿色气候基金预先批准（整体方案型方
法的一个良好实例）。气候融资机制没有标准绿色气候
基金12周的资金审批流程，可加快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

√ √

嵌入式发电投资
计划（EGIP）

嵌入式发电投资计划价值2亿美元，由南部非洲开发
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共同发起，旨在增加南非与气候
相关的投资。作为一个信贷支持机制，嵌入式发电投
资计划将开发一种支持南非嵌入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的融资模式，项目由独立发电商、承购方和当地社
区实施，无需政府担保。嵌入式发电投资计划将帮助
南非实现其气候目标。8400万美元将用于为当地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与《广义黑人经济振
兴法案》相关的资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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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体项目准备
与开发机制（南
共体/南部非洲
开发银行）

南共体项目准备与开发机制旨在解决南共体基础设施项
目准备资金不足的问题。基金由欧洲联盟和德国复兴信
贷银行共同出资，由南部非洲开发银行代表南共体秘书
处管理。基金的目标是为被视为区域一体化推动力的基
础设施项目提供准备资金，并为可行性提供技术援助，
以使这些项目具备融资性并吸引投资者。

资金仅限用于南共体的交通、能源、通信技术、水和卫生设
施以及旅游项目。项目应跨南共体两个以上国家，如项目位
于一个国家中，则项目应能够促进和推动区域一体化。

√ √ √

新开发银行–南
部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可 再 生 能 源
信贷额度

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3亿美元低
息信贷额度，可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能源部门
发展。

√

欧洲投资银行–
东南非贸易与发
展银行可再生能
源信贷额度

欧洲投资银行-东南非贸易与发展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
1.2亿美元信贷额度

√

非洲开发银行
Room to Run证
券化工具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贸易保险机构5亿美元（71亿南非兰
特）的信贷保险工具，旨在覆盖非洲开发银行在非洲的部
分非主权投资组合。该产品释放了非洲开发银行资产负债
表的部分空间，使非洲开发银行得以投资新的项目。该工
具由若干劳合社私人再保险公司参与，这些再保险公司将
共同承担非洲金融机构的风险。该工具使许多非洲以外的
保险公司得以首次参与非洲项目开发融资。

该交易是继9月份成功签署合成证券化交易之后，“Room to 
Run”计划下第二个资产负债表优化交易。

该保险覆盖非洲开发银行未偿非主权金融部门投资组合的
22%左右。具体来说，其将保护银行向约30个非洲金融机
构提供的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该工具预期将释放近5亿美
元的新贷款额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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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50国基金

作为2012年《非洲元首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宣言》的一
部分，由非洲开发银行设立的项目准备和项目开发基金。
基金提供了专门的金融工具来应对具体的市场挑战。

非洲50国是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注于在能源、交
通、通信技术、水务部门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项
目。

挑战：资金的获取

√ √ √

非洲发展新伙伴
关系气候变化
基金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基金由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规划与协调机构于2014年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设立。目标
是为非盟成员国、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机构提供技术和财务
援助。资金用于旨在使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的实施。
基金在两个重点领域支持培训、能力建设、意识建设以及
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等活动。

√

Africa GreenCo

Africa GreenCo旨在通过充当电力部门可持续投资买卖双方
之间的中介，以减缓与承购方相关的信用风险，增加私营
部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能源发电领域的投资。大多数非洲
国家的政府已达到担保上限，因此无法继续增加对电力公
司或有负债。

√

法国开发署绿
色能源基金

法国开发署绿色能源基金为南非规模较小的可再生能源
和能效项目以及绿色产品的生产提供资金。基金由南非
工业发展公司管理。

最高融资额为基金规模的25%（约2.5亿南非南非兰特）
。最低投资期限3年，根据节能情况最长回报时间为8
年。

规模：10亿南非兰特

√

非洲可持续
能源基金
（SEFA）

由丹麦、美国和挪威政府多方出资的信托基金，由非
洲开发银行管理。基金涵盖项目准备、股权投资和技
术援助，旨在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 √

非洲气候变化
基金（ACCF）

由非洲国家于2014年设立，由非洲开发银行管理，旨
在实现非洲国家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气候适应和减缓贡
献。非洲气候变化基金协助非洲国家增强能力，以获
得国际气候基金并试点小型创新气候适应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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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应
惠益机制
（ABM）

气候适应惠益机制是非洲开发银行与几个非洲国家政府
合作开发的一个创新机制，用于调集公共和私营部门新的
融资和额外融资，以增强气候变化适应活动。通过对气候
韧性的重视，该机制有望加快主办国向低碳、韧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转变。气候适应惠益机制将通过促进项目交付
后付款和/或项目具体的气候适应惠益来降低风险和激励
投资。

√

非洲碳支持计划

非洲碳支持计划是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实施的一个为期两
年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为非洲开发银行在区域成员国
的客户提供援助，协助其获得碳融资，确保其投资的商
业可行性。

√ √

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基础设
施项目准备基金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基础设施项目准备基金旨在通过赠
款协助非洲国家、区域经济共同体、专门机构和相关机
构：(i)准备高质量和可行的地区/非洲大陆基础设施项
目，以获取公共和私人资金的支持；(ii)为项目实施建立
共识和伙伴关系；以及(iii)推动旨在加强区域一体化和贸
易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计划。通过连接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基
础设施，该基金为区域一体化作出重要贡献。

重点关注部门包括交通、能源、通信技术和水资源管理。

该基金支持的活动包括：(i)预可行性研究；(ii)可行性研
究；(iii)项目结构设计；(iv)基础设施发展的能力建设；
以及(v)促进和创造有利于区域基础设施发展的环境。

√ √

公共与私营部
门能源效率方
案（PPSEEP）

公共与私营部门能源效率方案是南非全国范围内支持私营
部门（大中小企业）能效提升的方案。由英国国际发展部
出资，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部支持，自2013至2015年运作
了3年时间。其为节能战略的制定和能源审计提供了技术
援助。为技术能效支持和能源评估提供了充分补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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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私营部
门援助基金
（FAPA）–日
本私营部门特
别基金

由日本、非洲开发银行、奥地利开发银行和奥地利多方出
资的专题信托基金，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提供赠款。基
金由非洲开发银行管理。

基金向非洲政府、区域经济共同体和类似的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商业协会、市场监管机构、商业发展服务提
供者、商业培训和研究机构），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
用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无偿赠款。资源也可用于推动
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计划。

基金支持的项目组合包括有利营商环境、金融机构支
持、基础设施、贸易和中小微企业领域的区域和国家项
目。

√ √

气候投资平台
（CIP）

气候投资平台是一个包容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平台，利用合
作和知识共享来推动气候行动。合作伙伴关系的范围从政
府间组织和发展机构到国际金融机构和可信赖的国家伙
伴，包括：

• 绿色气候基金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行动议程

•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 欧洲投资银行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

•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

• 世界银行 –能源部门管理援助计划（ESMAP）

• 世界资源研究所

√

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倡议–
非洲中心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是一个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之间的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旨在确保人人可获取现
代能源服务，将全球能源效率提升一倍，以及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能源组合中的份额翻倍。

非洲中心的主要活动包括为全球和非洲人人享有可持续
能源国家行动进行提供指导，向合作伙伴国家提供技术
援助，建立网络和交流，以及筹集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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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体区域发展
基金

南共体区域发展基金仍在建立过程中，其将加快区域一体
化议程。该基金是一种财务机制，旨在动员会员国、私营
部门和发展伙伴提供资源为方案和项目供资，以加深区域
一体化。

基金的种子资本将达12亿美元，预计成员国将出资6.12亿
美元，私营部门出资4.44亿美元，国际合作伙伴出资1.44
亿美元。

√

非洲可再生能源
倡议（AREI）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是一个由非洲所有、非洲牵头的变革
性、包容性倡议，旨在加快和扩大利用非洲巨大的可再生
能源潜力。倡议在非洲联盟的授权，以及气候变化问题非
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的认可下设立，目标是到
2020年至少新增10吉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并发
挥非洲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到2020年实现至少300吉瓦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 √ √ √ √ √

非洲贸易保险机
构（ATI/ACA）

非洲贸易保险机构是一家泛非洲机构，向有意在非
洲开展业务的公司、投资者和贷款人提供政治风险
保险和信用保险。

非洲贸易保险机构由东南非共同市场、世界银行和非
洲开发银行出资，是非洲风险减缓市场的领导者。

√

UNLOCK（经
合促进公司的担
保计划）

UNLOCK是经合促进公司（Proparco）面向金融机构的创新
担保计划，以共同承担以当地货币为重点开发项目供资的长
期风险。在UNLOCK计划下，Proparco将：

• 为延长期限提供担保

• 延长当地货币融资的期限

• 引入区域和国际专业知识

• 利用其AA评级（标普）提供增信

当地商业银行将：

• 提供项目融资

• 确保整个贷款期内的流动性

• 引入当地市场技术秘诀

项目融资标准：

• 融资需求2000-5000万美元（或等额其他货币）

• 多部门开发项目：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制造和服务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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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可再生能
源保证计划
（EGRE）

法国开发署、意大利国有银行（CDP）、欧洲投资银行和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一项联合计划，旨在推动撒哈拉以南
非洲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其两个主要目标是：1
）推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以支持可持续、包容性和“清
洁”的经济增长（低碳、气候韧性强）； （2）帮助家庭和
企业沿着能源阶梯发展，以支持消除贫困。

法国开发署/ CDP /欧洲投资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
部分风险担保计划涵盖由独立发电商建设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厂在项目启动阶段当地承购方不支付购电款的风
险。

欧盟委员会的贡献侧重于项目准备和项目筹划的担保
问题和技术援助。

目标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

√ √

欧盟–非洲基础
设施信托基金
（EU-AITF）

由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设立。 基金提供：

• 在项目的所有阶段提供技术援助

• 提供利率补贴，以降低欧盟–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出资
方的贷款利率

• 提供投资赠款，以支持项目的一些部分或作为部分投资

• 提供担保、风险减缓措施、股权投资/准股权投资或参股
等金融工具

重点关注部门：能源（地热能、水能、生物质能、太阳能
和风能发电厂、输电线、可持续烹饪燃料）、交通、水
务，以及通信技术

√ √ √ √ √ √

Access共同发
展机制（ACF） 

Access共同发展机制（ACF）是一个财务和技术支持
机制，旨在为非洲当地项目开发商和项目发起人提供
落实可再生能源项目所需的技术专长和资金。非洲电
力项目的众包发起平台。合作伙伴包括：非洲开发银
行、荷兰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法开署经合促进
公司和非洲基础设施基金（InfraCo Africa）。

√ √

欧洲联盟能源倡
议合作伙伴关系
对话基金（EUEI 
PDF）

欧洲联盟能源倡议合作伙伴关系对话基金是一个多方出
资基金，旨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能源目
标）做出贡献。 作为欧盟的一个灵活工具，欧洲联盟
能源倡议合作伙伴关系对话基金推动可持续能源的利
用，以实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公平发展。该基金
在非洲主要提供三种产品：

• 战略能源咨询与对话服务

• 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

• 非洲－欧盟可再生能源计划

有关详情见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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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能源咨询
与对话服务
（SEADS）

战略能源咨询与对话服务支持能源政策、战略和法规的发
展与完善，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市政府以及区域组
织的可持续能源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其提供：

• 为能源政策、法规、法律和战略的起草和实施提供咨询
服务

• 支持设立和/或增强专门的能源机构，例如农村电气化机
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中心

• 能力建设，以建立能源政策和机构在当地发展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

• 通过专题研究和对话活动分享最佳做法和工具知识

非洲－欧盟
能源伙伴关
系（AEEP）

非洲和欧盟的联合战略及战略对话长期框架，旨在共享知
识，设定政治优先事项，并针对21世纪的关键能源问题和
挑战制定联合计划。

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是两大洲在对其均具有战略重要
性的能源问题上展开结构化合作的长期框架，使非洲和欧
洲能够形成共同的愿景、政策方针和行动。

总体目标：促进安全、负担得起、可持续能源普及
的途径，特别侧重于增加对非洲能源基础设施的投
资。

√

非洲－欧盟可
再生能源计划
（RECP）

非洲－欧盟可再生能源计划是一个非洲和欧洲的平台，
旨在促进在非洲－欧洲联盟能源伙伴关系框架下发起的
非洲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和投资。

通过促进市场发展和投资，它刺激了两大洲的增长，并
直接为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
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的目标做出
了贡献。

非洲－欧盟可再生能源计划目前由奥地利、芬兰、欧盟
委员会、德国和荷兰出资。

计划提供的支持包括：

• 政策咨询

• 私营部门合作

• 融资获取

• 创新和技能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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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气候韧
性投资基金
（AFRI-RES）

非洲气候抵抗御力投资基金是位于非洲的技术能力和卓越
网络中心，其总体目标是增强非洲机构（包括国家政府、
区域经济共同体、电力库等）以及私营部门 （项目开发商
和融资方）计划、设计和实施可抵御气候变化和特定行业
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基金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非洲气候政策中心管理。

√

亚投行项
目准备特
别基金

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提供赠款支持促进亚投行在
符合条件的成员国（国际开发协会贷款接收国，包括
混合贷款接收国）出资的项目的准备工作。

在特殊情况下，基金资源还可用于准备创新/复杂项目，对
区域具有重大影响并造福其他成员的区域/跨境项目，或对
其有明确需求的非主权担保交易。

√ √

加拿大国际金融
公司非洲可再生
能源项目

国际金融公司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混合融资伙伴关系。
该倡议由国际金融公司管理，利用公共资金来解锁/促
进更多私人部门投资，以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可再生能
源的利用。该项目提供结合国际金融公司自身账户资源
的优惠融资，以减轻可能阻止私营部门对可再生能源投
资的各种风险。

基金将促进可负担的可持续能源服务普及的渠道，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使非洲国家距离实现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更近一步。

√ √ √

国际金融
公司－加拿
大气候变化
计划

首个支持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气候工作的所有领域进行
混合融资和咨询服务的双边项目。加拿大投入初始资金
2.76亿加元。

混合融资是国际金融公司用以释放私人资本的有前途的
工具。私人投资者通常会避免投资未经测试或市场认为
风险太大的投资方式。混合融资利用优惠贷款来帮助减
轻特定的投资风险，从而为获得更多私人资本打开大
门。

√ √ √ √

气候投资基金

规模达8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基金通过推动发展中国家
和中等收入国家清洁技术、能源普及、气候适应力和可
持续森林发展方面的变革加快气候行动。气候投资基金
的大规模、低成本长期融资降低了气候融资的风险和成
本。基金可测试新的业务模型，在未经验证的市场中建
立往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以释放更多的资金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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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非共同市场
项目准备和执行
部门（PPIU）

东南非共同市场－东共体－南共体三方项目准备部门
通过东南非共同市场建立，其目标是协助项目准备，
使项目达到可融资阶段。东南非共同市场项目准备和
执行股由欧洲发展基金、英国国际发展部和非洲开发
银行出资。资金用于实际的项目准备。

√

电气化融资计
划（ElectriFI/
EDFI）

融资计划由欧盟出资，总规模为2.15亿欧元。电气化
融资计划（EDFI/ ElectriFI）是一个由欧盟出资的影
响力投资计划，为处于早期阶段的私营公司和项目提
供资金，侧重新兴市场的新建/改进电力连接，以及
可持续能源发电。计划由欧洲开发性金融机构协会
（EDFIMC）管理。

计划的任务包括通过并网和离网可再生能源发电或配
电新增连接和/或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以实
现或扩大通电；同时关注在较贫困经济体和脆弱情况
下当地市场的能源效率。

通过将技术援助和风险资本相结合，电气化融资计划
降低了投资风险，使私人投资者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得
以调动否则难以实现的投资。

融资工具：公司和项目级别的股权投资、准股权投资、次
级/高级债务或担保。电气化融资计划不提供赠款、优惠
贷款或其他低成本资本。目前在贝宁、科特迪瓦、尼日利
亚、赞比亚和太平洋地区开展业务。

√ √ √ √

能源与环境
伙伴关系信
托基金（EEP 
Africa）

能源与环境伙伴关系信托基金是一个由北欧发展基金管
理的清洁能源融资基金，由奥地利、芬兰和北欧发展基
金出资，旨在为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做出贡献。

能源与环境伙伴关系信托基金为南部和东部非洲15个
国家的创新清洁能源项目、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早期
赠款和孵化融资。

√ √ √

全球能源效率和
可再生能源基金
（GEEREF）

全球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基金是一个基金下的基金，投
资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侧重新兴市场的可再生能源和能
效项目。其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又投资于
产生清洁电力、对环境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且风险低的
私营部门基础设施项目。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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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础设施融
资机制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是政府、多边开发银行、私营部门投
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其旨在提供一种新的协
作方式来准备、设计和实施任何一家机构都无法独自完成的
复杂项目。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提供的全面项目支持吸取了其技术
和咨询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机制包含商业银行和机构投
资者，确保将结构合理和具备融资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向市
场，且能够持续满足政府和服务使用者的需求。

全球基础设施融资机制由其资金合作伙伴出资，由全球基础
设施融资机制的管理部门和技术合作伙伴管理。

√ √

私营基
础设施
开发集团
（PIDG）

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旨在解决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
由六个国家的政府和国际金融公司提供融资。其专注于
基础设施领域，通过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业务模式
来促进私营部门向最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私
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向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提供领导
力、开发能力、资金和融资解决方案，支持对发展有重
大影响且有利于发展当地能力以及当地信用资本市场融
资潜力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参与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概念到
融资交割），涵盖各种资本结构，以帮助项目克服财务、技
术或环境挑战，创造可投资、可融资的基础设施机会，其
投资于：

• 技术援助基金

• 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金（咨询服务）

• 非洲基础设施基金

• 新兴非洲基础设施基金

√ √

GuarantCo（
私营基础设
施开发集团
的一部分）

GuarantCo旨在调动以当地货币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的投
资，并支持低收入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GuarantCo由英
国、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政府所有。

GuarantCo提供当地货币的应急信用解决方案（主要是担
保），以支持项目和公司在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家筹
集债务融资用于开发基础设施项目。

GuarantCo可提供特定项目可能需要的各种应急产品，包
括部分信用和部分风险担保、第一损失担保、期限延长或
流动性担保，还可提供联合担保或反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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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基础设施
基金（InfraCo 
Africa）

非洲基础设施基金由EleQtra管理，在缩小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基础设施差距方面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通过提
供早期项目开发资本和专业知识，非洲基础设施基金在
促进私营部门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可持续基础设施项
目中发挥着催化作用。

√ √

新兴非洲基
础设施基金

新兴非洲基础设施基金是一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其从公
共和私人来源筹集资金，贷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创建、改
善或扩展基础设施的企业。新兴非洲基础设施基金以商业
条款向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贷款，特别是在传统
贷款人通常不愿承担风险的较脆弱的国家。项目必须具有
明显的潜力可改善经济并帮助减少贫困。融资工具包括：

• 1000万至5000万美元的项目贷款和公司贷款

• 次级和/或夹层债务

• 美元或欧元贷款，贷款期限长达20年

• 在某些情况下提供本地货币贷款

• 在债券发行中作为锚定或基石投资者

• 过桥融资

• 结构和安排涉及

• 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可行性、技术和环境拨款支持

在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地区运营。通常提供15
年以上、1000万至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有可能
视具体情况提供最长20年的贷款。

√ √ √

国际开发协会
（IDA）私营
部门窗口

国际开发协会是世界银行的组成部分，为帮助世界上最贫
困的国家而设立。其旨在通过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提供
贷款（称为“信贷”）和赠款来减少贫困。国际开发协会以
优惠条件提供贷款。贷款利息为零或非常低，还款期长达
30-38年，包括5-10年宽限期。国际开发协会提供优惠贷款
和赠款。

由国际金融公司管理。

√ √ √

南非工业发展公
司SUNREF II

包括：

• 法国开发署为南非工业发展公司提供的专注于可再生能源
和能源效率的信贷额度，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于
2020年6月到期结束

• 技术援助机制，用于支持南非工业发展公司的评估流程，
提供独立的技术建议（例如对节能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验证），支持南非工业发展公司特定项目类型的能力建
设，消除南非工业发展公司的内部障碍，以及

• 降低风险并提供担保

由南非工业发展公司管理。

√ √ √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69

产品/基金  

赠
款

债
务

（
优

先
债

务
及

次
级

债
务

）

优
惠

融
资

技
术

援
助

股
权

投
资

担
保

/保
险

险

绿
色

债
券

国际金融公
司全球基础
设施项目发
展基金（IFC 
InfraVentures）

国际金融公司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基金是一个1.5亿美元
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基金，是世界银行增加发展中国
家可融资备选项目工作的一部分，结合了早期风险资本和
项目开发支持。基金支持的活动类型和交付成果包括：

• 项目和试点可行性研究，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研究

• 管理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方关系

• 项目文件的财务和法律条款谈判

• 选择和监督项目参与方，以及

• 寻求项目股权和债务融资

国际金融公司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基金为项目提供的支持
并非赠款。国际金融公司有权在融资交割阶段获取项目股份
作为开发性融资和援助的回报；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金融
公司会为项目安排长期债务，并提供部分债务融资。该基金
由国际金融公司管理。

√ √ √ √

南非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
（IIPSA）

南非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旨在支持南非政府基础设施计划的
实施，解决南非和南共体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的制约因素。
南非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支持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开
发。

融资可采取技术援助或直接投资赠款的形式。南非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将提供创新融资，包括将欧盟赠款引入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共同融资，参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南部非洲
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法国开发署、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在南非活跃的区域金融机构，以及南
非工业发展公司等南非金融机构可与一个或多个参与开发
性金融机构共同融资项目。

该计划由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管理。

√ √ √ √

国际可再生能
源机构–阿布扎
比发展基金项
目基金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阿布扎比发展基金合作建立了
一个联合项目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可复制、可扩
展、具有潜在变革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阿布扎比发
展基金在7个年度融资周期内向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推荐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3.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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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联合信
用机制基金

日本联合信用机制基金是一个由非洲开发银行管理的单一
出资方信托基金。基金旨在为采用先进低碳技术的公共和
私营部门项目提供融资激励。基金向采用联合信用机制
（JCM）的非洲开发银行项目提供赠款和技术援助。

基金支持与非洲开发银行或非洲开发银行管理的基金共同
融资的项目，或采用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低碳技术
的独立项目，优先侧重从能源相关的活动中长期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以为温室气体减排作出贡献。

√ √ √

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方案
服务提供
机制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是非洲大陆旨在调动资源通过现代
基础设施改造非洲的一项战略性计划。其重点关注四个主
要基础设施部门（即能源、运输、跨境水和通信技术）的
51个跨境基础设施项目。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长期战略
框架的后续。其总体目标是通过推动区域和非洲大陆一体
化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的普及来促进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
及减贫。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关注的主要发展议题包括降低生产
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增加对非洲大陆的外国
直接投资。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将把非洲大陆的各种基础设施计划
整合成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统一一致的计划，例如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短期行动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中长期战
略框架、以及非洲联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等。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将围绕重点制定一个基础设施投资
计划（短期、中期和长期），并将包括实施策略和优先行
动计划。

√

基础设施发
展合作伙伴
关系基金
（DevCo） 
（国际金融
公司为实施
机构）

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金是由国际金融公司管理
的多方出资机构。作为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的组成部
门，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金由荷兰外交部、瑞
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融资。

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基金为较贫困国家（发援会I
和II）的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以帮助其设计交易结构，促
进私营部门参与以下部门的基础设施项目：农业企业、
电力和可再生能源、水和卫生、电信、交通、 固体废物
和其他有形基础设施服务。

该基金由国际金融公司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交易咨询部门
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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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
（MIGA）–政
治风险担保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通过为投资者和贷款人提供担保（
政治风险保险和增信）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投资。
担保可保护投资免受非商业风险影响，并可帮助投资
者获得财务条款和条件更佳的资金。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的组成部分。

√

私营融资网络
（PFAN）

私营融资网络是一个由气候和清洁能源融资专家组成的全
球网络，旨在通过为项目提供免费的商业指导、增加其吸
引投资的机会及其与投资者的联络，缩小开发气候和清洁
能源项目的企业与私营部门投资者之间的差距。

私营融资网络通过组织投资论坛，有选择地将可投资的项
目介绍给投资者群体，并为可投资项目提供一对一的投资
促进服务，从而更快达到进一步增长，发挥连接投资市场
的作用。

√

发展中国家投资
基金–项目发展
基金

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IFU）为希望在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风险资本和建议。发
展中国家投资基金是一个自治的国家基金，旨在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还是丹麦气候
投资基金（DCIF）、丹麦农业企业基金（DAF）、阿拉伯投
资基金（AIF），以及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投资伙伴（IIP）
的基金管理人。

√

联合国清洁
能源早期项
目资助计划
（SCAF）

联合国清洁能源早期项目资助计划的愿景是增加发展中国
家低碳项目早期开发的可获得的投资，为低碳可持续发
展、经济增长、减贫和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 √

非洲可持续
能源基金
（SEFA）

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是由非洲开发银行管理，丹麦、美国
和挪威政府多方出资的信托基金，在非洲支持中小型可再
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提供的支持包括项目准备、股权
投资，以及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

由非洲开发银行管理。 提供债务和股权投资。

√ √ √

非洲企业挑战
基金（AECF）

非洲企业挑战基金是一家发展机构，支持企业创新、创
造就业机会，以及利用投资和市场，以在非洲的农村和
边缘化社区创造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收入。侧重农业
企业和可再生能源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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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国际金融
公司气候混合
融资计划

芬兰–国际金融公司气候混合融资计划是芬兰和国际金融
公司联合创立的气候基金，成立于2017年10月，在发展中
国家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及气候项目。资
金主要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其他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
国家。计划的资金工具包括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公
司提供的贷款、资本投资和担保， 面向能效、可再生能
源、可持续林业和土地利用、气象学以及水和废水解决方
案等部门。

√

英国跨政府繁荣
基金

基金在最具包容性增长潜力的部门与国家提供专业知识
和技术援助，以促进经济改革和消除贸易壁垒。

√

英国气候投资
倡议（UKCI）

英国政府的国际气候融资倡议。针对全球一些碳密集度最
高的经济体进行转型绿色能源投资。英国气候投资倡议以
商业条款进行投资，通常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进
行约1000-3000万英镑的少数股权投资。英国气候投资倡
议由绿色投资集团（GIG）和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BEIS）共同发起。

√

非洲电力
离网项目
（PAOP）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出资的非洲电力离网项目
提供技术援助和定向赠款，以支持非洲离网太阳能家庭
系统（SHS）和小型电网部门的发展。非洲电力离网项
目与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合作，以提高私营部门在扩大
能源普及方面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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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南共体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和清洁能源政策框
架96

安哥拉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安哥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2,763兆瓦，可再生能
源总发电量达7,282吉瓦时97。总发电量达10,361吉瓦时（石油发电量4,546吉瓦时，水力发电量
5,815吉瓦时）98。 

2016年安哥拉的通电率是40.5%99。

安哥拉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括有条件和无条件贡献。无条件贡献包括建成装机
容量88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水电和风电），预计成本为12.22美元。安哥拉的有条件贡献
包括建成总装机容量8,591兆瓦的70个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成本为114.96亿美元。按可再生能
源技术划分，70个项目的装机容量具体包括：水电6,540兆瓦，风电681兆瓦，生物质能发电
640兆瓦，太阳能发电438兆瓦，小型水电192兆瓦，以及离网太阳能发电100兆瓦100。

此外，安哥拉政府制定了《新可再生能源战略》和《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战略的具体目标》。
该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加对包括小型水电厂在内的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使对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多样化。预计到2025年，用电量将达到39太瓦时，这意味着需要增加装机容量以适应水
文变化并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101。

博茨瓦纳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博茨瓦纳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3兆瓦，可再生能
源总发电量达4吉瓦时102。该国总用电量为3.8太瓦时，总发电量达2,688吉瓦时（煤炭发电量
2,680吉瓦时，太阳能光伏发电量2吉瓦时，天然气发电量6吉瓦时）103。

2016年博茨瓦纳的通电率是60.7%104。

博茨瓦纳的国家自主贡献不含可再生能源贡献，且未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105。

尽管博茨瓦纳目前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很少，但该国的国家发展计划（NDP 10）制定了到2015
年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15％，到2030年提高25％的目标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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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科摩罗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1兆瓦，可再生能源
总发电量达5吉瓦时107。未找到总发电量和总用电量数据。

2016年科摩罗的通电率是77.8%108。

科摩罗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有条件贡献，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
43％，其中16％为地热能发电。具体包括到202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达到14兆瓦，到2030年地
热能发电达到14兆瓦，以及到2030年预计水力发电达12兆瓦109。

刚果民主共和国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2,750兆
瓦，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达9,224吉瓦时110。2016年，该国总用电量为7.52 太瓦时，总发电量达
9,111吉瓦时（石油发电量12吉瓦时，水力发电量9 099吉瓦时）111。

2016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通电率是17.1%，为南共体成员国中第二低112。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有条件贡献，包括投入20亿美元用于水电
和投入2.4亿美元用于工业生物质能。未明确生物质能用于发电还是供热113。

未找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能源政策文件。

斯威士兰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斯威士兰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69兆瓦，可再生
能源总发电量达464吉瓦时114。未找到斯威士兰的总发电量和总用电量数据。

2016年斯威士兰的通电率是65.8%115。

斯威士兰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有条件贡献，包括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组合中的比例翻
一番（从16％增加到32％）。此外，国家自主贡献在上述32％可再生能源贡献的基础上，还设
定了到2030年乙醇混合物占比达10%的目标116。

莱索托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莱索托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75兆瓦，可再生能源
总发电量达464吉瓦时。2016年莱索托的通电率是29.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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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含无条件和有条件贡献。贡献包括到2020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00兆瓦，包括到2018年太阳能发电达到40兆瓦，到2017年风电达到35兆
瓦，以及到2025年水电达到125兆瓦。这需要3.51亿美元的无条件贡献和3.51亿美元的有条件贡
献。此外，莱索托的无条件贡献包括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微型电网，以及投入300万美元用于
建设3兆瓦的小型水电。莱索托的有条件贡献包括投入6亿美元用于水电，投入400万美元用于
风电，以及投入1.08亿美元建成6万个家用沼气池118。

在太阳能方面，莱索托能源总体规划估计，太阳能在水平面上的年均日使用量为7,520兆焦耳/
平方米。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在能源部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采用太阳
能技术。对于风能，预计在可预见的将来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6,000兆瓦。目前的项目包括目
前处于融资交割阶段的35兆瓦Letseng风电项目，以及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Semonkong风电项
目119。

马达加斯加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马达加斯加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97兆瓦，可再
生能源总发电量达906吉瓦时120。

2016年马达加斯加的通电率是22.9%121。

马达加斯加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有条件贡献，包括通过开发水能和太阳能，到
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从35%提升到79%。马达加斯加的国家自主贡献还提到了沼气，
但未提供具体细节或可量化信息122。

马拉维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马拉维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398兆瓦，可再生能
源总发电量达1,472吉瓦时123。

2016年马拉维的通电率是11.0%，为南公司成员国中最低124。

马拉维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含无条件和有条件贡献。无条件贡献包括到2030年
建成351兆瓦水电、20,000个太阳能光伏系统和2,000个太阳能热水系统，以及每年1800万升乙
醇和200万升生物柴油。马拉维的有条件贡献包括到2025年水电达到800兆瓦，每年垃圾填埋
场甲烷回收发电达到95吉瓦时，新增30,000个太阳能光伏系统和18,000个太阳能热水系统125。

马拉维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战略和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行动议程，用于引导对可再生能源分
部门的投资。根据该战略，马拉维政府将（1）加强对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2）促进可再
生能源技术的利用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3）支持社区或企业的小型可
再生能源计划；（4）在可再生能源技术规划、供应和服务等所有领域以及企业家精神和管理
等方面促进能力建设，同时考虑到性别和社会问题；以及（5）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建
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改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制造、分
配、使用和融资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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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毛里求斯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92兆瓦，可再生
能源总发电量达664吉瓦时127。

2016年毛里求斯的通电率是99.8%，为南共体成员国中最高128。

毛里求斯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为无条件贡献。包括通过扩大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未指明具体量），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129。

毛里求斯政府公布，计划通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转废为能项目，到2025年将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从目前21%提升到35%130。

莫桑比克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莫桑比克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2,235兆瓦，可再
生能源总发电量达15,683吉瓦时131。该国的总用电量为11.91太瓦时，总发电量为1,8732吉瓦时（
天然气发电量3,104吉瓦时，石油发电量19吉瓦时，水力发电量15,609吉瓦时）132。

2016年莫桑比克的通电率是24.2%133。

莫桑比克的国家自主贡献提到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减缓气候变化，但未提供可量化的信
息134。

2018年，莫桑比克政府批准了《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规划》（PDIE），规划提供了扩展发电、输
电和配电领域的指导方针，并提出发电组合多样化。《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规划》预计，向南同
体其他成员国的电力出口将从当前的1,500兆瓦增至7,000兆瓦。 《能源基础设施总体规划》还
估计，全国国内和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将增至,000兆瓦。必须通过《国家电气化战略》来满足这
一需求，根据该战略，到2030年，国家电网系统将提供约70%的电力供应。规划提出的发电组
合包括水能、煤炭、太阳能、风能和天然气，到2043年，这些能源将占总发电量的50％以上。
因此，发电项目将包括4,300兆瓦水电、 1,350兆瓦煤炭发电、530兆瓦太阳能发电、150兆瓦风
电和8,500兆瓦天然气发电。根据估计，建设这些发电项目将需要投入超过180亿美元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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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纳米比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431兆瓦，可再生
能源总发电量达1,411吉瓦时136。该国总用电量为3.91太瓦时，总发电量为1,421吉瓦时（煤炭发电
量53吉瓦时，石油发电量9吉瓦时，水力发电量1,359吉瓦时）137。

2016年纳米比亚的通电率是51.8%138。

纳米比亚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有条件贡献，包括通过水电、太阳能发电和风电项目到2030年将
可再生发电占比从33％提高到70％，以及利用肥料产生的沼气到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
少10％139。

塞舌尔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塞舌尔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9兆瓦，可再生能源
总发电量达10吉瓦时140。

2016年塞舌尔的通电率是100%，为南共体成员国中最高141。

塞舌尔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无条件和有条件贡献。无条件贡献包括通过以1.91亿
美元的预估成本开发9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到2030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15%。有
条件贡献包括以3000万美元的预估成本新增15.8兆瓦太阳能发电，以满足电动汽车的需求，以
及通过建成约20,000个太阳能热水器到2035年实现80%的家庭普及热水器142。

在《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中，塞舌尔计划在获得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到2025年将全国绝对温室
气体排放量相对基准排放量减少21.4％，到2030年减少29.0％。《2020年能源政策》还提出，
可再生能源消耗的立法目标为到2020年达到5%，到2030年达到15%。到目前为止，塞舌尔的
能源“基线情景”为缓慢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到2020年可达到5％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但如
无重大改变来克服技术、机构和监管，以及财务方面的障碍，到2030年将难以达到15％的目
标。此外，需要安装更多柴油发电机组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针对这种情况以及经济对
燃料进口的依赖，塞舌尔政府已经走上了一条更有雄心的道路，其目标是尽快实现100％的可
再生能源供应143。

南非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南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6,065兆瓦。南非的可
再生能源总发电量达8,074吉瓦时144。该国总用电量为225.35太瓦时145。

2016年南非的通电率是84.2%，为南共体成员国中第三高146。南非的发电由国有电力公司
Eskom主导，该公司约占该国有效/名义发电装机容量的9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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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为无条件贡献，包括11,543兆瓦可再生能源。其中5,243
兆瓦已获批，预计成本为160亿美元，另有6,300兆瓦正在审议当中148。

南非能源部长2018年启动了综合资源计划，呼吁对南非的能源组合进行实质性变革，包括：

• 煤电34,000兆瓦

• 天然气电站11,930兆瓦

• 风电11,442兆瓦

• 太阳能光伏7,958兆瓦

• 水电4,696兆瓦

• 抽水蓄能2,912兆瓦

• 核电1,860兆瓦149

根据《2010-2030年南非电力综合资源计划》，南非计划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8%，到
2030年达到14%150。

坦桑尼亚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坦桑尼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679兆瓦，可再生
能源总发电量达2,598吉瓦时151。该国总用电量为5.98太瓦时152。

2016年坦桑尼亚的通电率是32.8%153。

坦桑尼亚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括推动多种可再生资源，例如地热能、风能、太
阳能和可再生生物质能。但坦桑尼亚的国家自主贡献不包括可量化的可再生能源贡献154。

为绿化坦桑尼亚的经济，政府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碳中和和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155

。

赞比亚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赞比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2,446兆瓦。赞比亚
的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达11,108吉瓦时，为南共体国家中第二高156。

2016年赞比亚的通电率是27.2%157。

赞比亚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括无条件和有条件贡献。包括大量离网光伏发电、
风电和小型水电、燃料转换（柴油到生物柴油，煤炭到生物质能）、混合生物燃料、沼气和农
村生物质能发电厂等项目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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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的无条件贡献共计150亿美元，有条件贡献为300亿美元。但国家自主贡献中的信息不足
以量化可再生能源贡献。粗略估算表明，赞比亚的无条件和有条件可再生能源贡献分别约为16
亿美元和37亿美元159。

根据赞比亚《2017-2021年第七个国家发展计划》，该国的目标是确保以最低的成本普及清洁、
安全、可靠和负担得起的能源，这与国家发展愿望一致160。

津巴布韦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2018年津巴布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192兆瓦。津巴布
韦的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达3,658吉瓦时161。该国总用电量为7.37太瓦时，总发电量为7,055吉瓦
时（煤炭发电量3,908吉瓦时，石油发电量39吉瓦时，水力发电量2,987吉瓦时，生物燃料发电
量121吉瓦时）162。

2016年津巴布韦的通电率是38.1%163。

津巴布韦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贡献包括无条件和有条件贡献。无条件贡献包括投入3
亿美元建成84兆瓦的水电项目（卡里巴水电站一期），以及建成27兆瓦的小水电。津巴布韦
的无条件贡献还包括到2030年建成1,250个生物沼气池（规模为50至80立方米）。津巴布韦的
有条件贡献包括投入50亿美元用于水电，以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5,316二氧化碳当
量，并投入30亿美元用于离网太阳能发电164。

津巴布韦的能源和电力发展部仍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该政策正在通过多项举措予以实施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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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可再生能源”一词在不同的司法辖区有不同的解释。在本报告中，我们采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定
义，即可再生能源是指以可持续的方式从可再生的资源中生产的所有形式的能源，其中包括生物能源、地
热能、水电、海洋能（包括潮汐能，波浪能和海洋热能）、 太阳能和风能。

2. 《2019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3月）。

3. 南共体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4.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巴黎：南共
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2018）。

5.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

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可再生能源及就业：2019年度回顾》。

7. 利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源成分评估：方法》（阿布扎比：国际可再生
能源机构，2018年）中的数据以及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预估。

8. 2019年春季在南共体对清洁能源融资领域的主要信息提供人进行了10次采访。

9. 2019年10月初向40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普及融资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发送了在线调查。收到了17位利益
相关方的反馈。

10.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

11. Declan Conway、Carole Dalin、Willem A. Landman和Timothy J. Osborn。Nature Energy 2，第946–953
页（2017年）。doi：10.1038/s41560-017-0037-4。

12.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第12页。

13. 例如之前只有水电的赞比亚2019年新增了两个5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14. 2017年数据，数据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统计。

15.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第12页。

16. 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统计数据，数据截至2020年1月；发电装机容量
数据来自《2018年南共体能源监测》与《2018年南共体年报》；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数据： 
https://population.un.org/wpp；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
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
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 CD?name_desc=true；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2019年《世界能
源统计》。

17. 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战略与行动计划，2016-2030年，《2018年南共体能源监测》。

18. 表4，南部非洲电力联盟，2017年。《2017年南部非洲电力联盟共享计划》。http://www.sapp.co.zw/
sites/default/files/SAPP%20Pool%20 Plan%202017%20Main%20Volume_0.pdf [2020年1月22日访问]。

19. 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 OECD/IEA 2014（iea.org/stats/index.asp） 。

20. 南部非洲电力联盟，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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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世界银行，2015年）<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 7414>。

22. 南部非洲电力联盟，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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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非洲电力联盟：可再生能源的规划与前景》。https://www.irena.org/documentdownloads/publications/
sapp. pdf。

24. 南部非洲电力联盟，2017年。

25. 国家电气化率，来自国际能源署2016年数据。参见：Manfred Hafner、Simone Tagliapietra和Lucia de 
Strasser，《非洲能源：挑战与机遇》，2018年<https://doi.org/10.1007/978-3-319- 92219-5> [2019年12月
8日访问]。

26. 数据来源：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正在进行的研究。

27. 发电装机容量与投资金额均通过即将出版的2020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出版物中介绍的方法得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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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http://www.angolaenergia2025.com/en/conteudo/new-renewables-strategy。

29. https://www.finance.gov.b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28&Itemid=126。

30. http://www.ore.mg/Publication/Rapports/LettreDePolitique.pdf。

31. http://publicutilities.govmu.org/English/publications/Documents/Updated%20Action%20Plan%20 
of%20the%20Energy%20Strategy%202011%20-20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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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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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http://www.the-eis.com/data/literature/National%20Renewable%20Energy%20Policy%20for%20 
the%20Republic%20of%20Namibia.pdf。

35. www.nationalplanningcycles.org/sites/default/files/planning_cycle_repository/seychelles/ssds_volume_1. 
pdf。

36. http://www.energy.gov.za/IRP/irp%20files/IRP2010_2030_Final_Report_20110325.pdf。

37.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1910/42778gon1359.pdf。

38. https://www.seforall.org/sites/default/files/TANZANIA_AA-Final.pdf.。

39. https://t3n9sm.c2.acecdn.net/wp-content/uploads/2019/08/Zimbabwe-RE-Policy-2019.pdf。

40. 《行动计划》，“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非洲中心 <https://www.se4all-africa.org/seforall-in-africa/
country-actions/ action-agenda/> [2019年12月9日访问]。

41.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

42. http://www.globalcarbonatlas.org/en/CO2-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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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联合国人口司预估数据。

45. 五国：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无明确可量化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参
见： Miquel Muñoz Cabré和Mohamed Youba Sokona，《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经
济治理倡议中心（波士顿大学，2016年11月），第27页。

4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47. 严格来说，国家自主贡献不含“目标”，仅含“贡献”。

48. 数据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未开发的气候行动潜力：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再生能
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以及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可
再生能源成分评估：方法》，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49.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

50. 《南共体地区能源议定书》，2006年 <https:// www.sadc.int/files/3913/5292/8363/Protocol_on_En-
ergy1996.pdf>。

51.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2018年南共体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状况报告》。

52. GDP中心能源融资数据库，著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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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著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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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哈博罗内研讨会与会者的调查反馈，第1题，2019年10月。

61. 应该指出的是，摩根大通近期成为首个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尽管尚不清楚它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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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85

103.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
statistics/?country=安哥拉&year=2016&category=Ene rgy%20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
t&dataTable=B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04.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 ACCS.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 16&view=bar。

10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06. 数据来源：https://www.reeep.org/botswana-2014。

107.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08.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09.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10.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11.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
statistics/?country=安哥拉&year=2016&category=Energy%20 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
t&dataTable=B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12.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1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14.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15.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1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17.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18.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19. http://www.lndc.org.ls/renewable-energy。

120.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86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121.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2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23.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24.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2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26. 《马拉维国家能源政策》，2018年3月，链接：https://energy.gov.MW/index.php/resource- centre/
documents/policies-strategies?download=15:energy-policy。

127.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28.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29.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30. 数据来源：https://www.export.gov/article?id=Mauritius-Renewable-Energy。

131.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32.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
statistics/?country=安哥拉&year=2016&category=Energy%20 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
t&dataTable=B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33.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3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35. 数据来源：https://www.edm.co.mz/en/website-mobile/article/news/integrated-master-plan-energy- 
infrastructures-approved。

136.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37.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statistics/?count
ry=ANGOLA&year=2016&category=Energy%20 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t&dataTable=B
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38.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87

139.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40.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41.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42.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43. 概念说明，《为塞舌尔的100％可再生能源战略创造有利环境》，链接：https://www.greenclimate.
fund/documents/20182/893456/19250_-_Creating_the_enabling_environ- ment_for_Seychelles 100 Renew-
able_Energy_Strategy SeyRES_100_.pdf/1f66c98b-a536-b2fd-eb57- e4771916cafc。

144.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45.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
statistics/?country=安哥拉&year=2016&category=Ene rgy%20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
t&dataTable=B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46.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47. Angelika Goliger和Landon McMillan（2018年），《转折点：南非电价上涨对大型公司的影响》，联
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工作文件, 链接：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 Publica-
tions/Working-paper/PDF/wp2018-32.pdf。

148.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49. 《南非有个新能源计划》，链接：https://mg.co.za/article/2018-08-27-south-africa-has- a-new-ener-
gy-plan。

150. 《2018年综合能源计划》, 链接：http://www.energy.gov.za/IRP/irp-update-draft-report2018/ IRP-
Update-2018-Draft-for-Comments.pdf。

151.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52.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statistics/?count
ry=ANGOLA&year=2016&category=Ene rgy%20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t&dataTable=B
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53.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5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55. 数据来源：https://thecvf.org/marrakech-communique/。



88 EXPAND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ACCESS AND DEVELOPMENT        |        bu.edu/gdp        |        SEPTEMBER 2020

156.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57. 通电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
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58.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59.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60. 《2017-2021年赞比亚第七个国家发展计划实施计划》，链接：https:// zambia.unfpa.org/en/publica-
tions/zambias-seventh-national-development-plan-2017-2021-implementation- plan。

161.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9年），2019年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阿布扎比。

162. 按燃料类型划分的用电量和发电量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链接：https://www.iea.org/statistics/?coun
try=ANGOLA&year=2016&category=Ene rgy%20supply&indicator=TPESbySource&mode=chart&dataTable=
BALANCES。总发电量由著者根据按燃料类型划分的发电量计算。

163. 能源普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链接：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G.ELC.ACCS. 
ZS?locations=AO-BW-KM-CD-SZ-LS-MG-MW-MU-MZ-NA-SC-ZA-TZ-ZM-ZW&start=2016&end=2016&vie 
w=bar。

164.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8年。

165. 数据来源：https://energypedia.info/wiki/Zimbabwe_Energy_Situation#Introduction)。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53 Bay State Road
Boston, MA 02215

gdp@bu.edu
@GDPC_BU
bu.edu/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