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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亚表示特高压电网是构筑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键

 10月5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刘振亚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大礼堂，向约600名俄罗斯师生作题为“能源
创新之道：从特高压电网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讲座。他指出，特高压电网是构筑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关键。

 刘振亚表示，特高压电网由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1100千伏直流系统构成，能够实现数千公里、千万千瓦
级电力输送和跨国跨洲电网互联，并且具有容量大、效率高、损耗低、占地省、安全性好等显著优势，全球各大清洁
能源基地和用电地区都能置于特高压电网覆盖范围内。因此特高压电网在构筑全球能源互联网中起关键作用。

 中国已全面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高压核心技术和全套装备制造能力，刘振亚介绍说，中国建设了世界上电压
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电网，中国特高压技术已应用于巴西电网。特高压电网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为加快世界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熟技术和成功经验。

 刘振亚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能源资源、电力供需等开展了研究，发布
了全球能源互联网骨干网架、标准体系、非洲能源互联网规划等15项创新成果，实现了从“规划图”到“施工图”的
突破。

 “俄罗斯是实现欧-亚-美跨洲联网的战略通道，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大有作为”，刘振亚说，俄参加构建能源
互联网具备良好基础。仅该国水电可开发量就达到每年1.67万亿千瓦时，目前水电开发比例不到10%，而风电尚未形
成规模开发，因此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目前，东北亚能源发展面临3方面挑战：能源消费规模大、增速快；能源供给高度依赖域外进口；能源结构不合理
，东北亚地区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占其能源消费总量的90%。基于此，构建东北亚能源互联网，是实现区域能源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刘振亚提出，东北亚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不同流域水电之间、水电与风电之间、各国电力负荷之间，均呈现明显的
季节互补性，亟待扩大跨国联网容量和电力贸易规模，实现清洁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构建东北亚能源互联网的总体思路，是形成区域内“西电东送、北电南供、多能互补”的能源发展新格局，推动形
成东北亚电力市场，加速区域一体化发展。俄罗斯是实现欧—亚—美跨洲联网的战略通道，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
将大有作为。

 对此，莫斯科动力学院院长尼古拉�罗加廖夫表示，俄罗斯参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给俄带来诸多经济效益。中
国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意义重大，将促使国际社会充分利用各种清洁能源。俄罗斯具有通过开发可再生能源获取
风电、水电的巨大潜力，参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可减轻因开采化石能源给环境带来的负担，为子孙后代保护现有
资源。俄罗斯与中国存在时差，两国经济结构各有特点，这些条件有助于双方在输电跨时区互济和更有效用电方面开
展创新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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