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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4年 11月，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发布《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同意加强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

作，并致力于加强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全球矿产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稳定。

印尼可再生能源资源种类和资源量在东盟国家中最为丰富，水能、地热、生物质能

资源量均位列东盟第一。印尼政府正在全力吸引国际投资，而其中的核心焦点，正是出

口导向型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在过去的 17年间，中国对印尼的总投资额超过了 350亿美

元，其中约四分之一流入了能源产业。近年来，中国与印尼在绿色转型领域不断深入合

作，产业间相关合作正加快推进。不少中资企业成为推动印尼转型的关键力量，通过技

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理念，为印尼能源转型提供了支持，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芝拉塔漂浮光伏发电项目、卡拉旺 100兆瓦光伏项目等一系列新能源项目合作对区域和

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印尼推动能源转型和发展绿色经济的示范项目。

在 2021年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会上，

印尼政府承诺在 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

制定的路线图，印尼需要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提高到 786GW，而相应的投资需求则为

1.108万亿美元。目前，印尼政府计划制定 5 项具体举措，包括建设国家级的“绿色赋能

超级电网”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能力、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稳步发展电动汽车

产业、发展电池产业、发展绿色氢和绿色氨。在 2022年巴厘岛 G20峰会期间，印尼政府

和国际合作伙伴集团（IPG）共同启动能源公正转型合作伙伴关系（JETP）金融机制，

为发展中国家逐步淘汰煤电、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提供支持。在 JETP的帮助下，印尼计划

在 2030年实现电力产业碳达峰，并于 2050年实现电力产业净零排放。但是，即便获得

了 JETP和亚开行能源转型机制（ADB ETM）的融资支持，印尼依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

口，尤其是在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合作。自 2007年起，已经

由国家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牵头，发起数个特别股权基金，累计完成投资超 80亿美元，

计划筹资 300亿美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起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专门为东盟区域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等领域的项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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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正在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这为印尼引入中国投资，加速

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创造了新机遇。比如，为实现 JETP制定的 2030年可再生能源

在能源结构中占比达到 34%的目标，印尼在未来五年中对太阳能模块和其他组件的需求

将迅速增加。此外，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的各类金属在印尼储量丰富，如印尼的镍储量

约占全球总量 40-45%，铝土矿储量占全球总量的 4%，铜储量占全球的 3%，银储量占全

球的 2%。同时印尼的劳动力成本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从技术角度和经济角度分析，通过对能源系统进行深度脱碳，印尼可以在 2050年实

现电力产业零碳排放。付诸实践，印尼需要大范围推广交通电气化，广泛部署可再生能

源，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大量使用电力存储与电解设备来平衡需求与供给，为

交通和工业发展提供清洁能源载体，同时在印尼各岛屿间建立稳定可靠的电网互联。

展望未来，中国与印尼能源投资合作空间巨大。印尼一直致力于通过推进能源转型、

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印尼总统特使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表示，印尼致力于加速推动能源转型，未来能够依托可

再生能源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并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印尼制定了未来 5 年的新战略，计

划实现至少 8%的绿色可持续经济增长。未来 15 年，印尼将新增发电装机 100 吉瓦，其

中 75%来自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

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和印尼间的绿色低碳合作，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化战略

对接，探索建立中国-印尼高级别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共同为东盟地区能源转型提供助

力；二是探索创新机制与工具，拓展绿色项目融资渠道，打造“一带一路”示范区和试

点项目；三是以工业园区和关键矿产合作为重点，打造绿色产业园，深化可再生能源全

产业链合作；四是深化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技术交流，提升产业链本地化能力；五是加

强绿色金融标准对接，服务中国-印尼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落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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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可再生能源合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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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尼战略合作概览



加速印尼能源转型：中国的关键角色

6

第二章 中国-印尼战略合作概览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也是该地区唯一的 G20成员国，为东

盟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MoF, 2023）。促进中国-印尼合

作是两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实现和谐世界的一条战略途径（Arianto et al.,

2022D）。本章将梳理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发展轨迹，介绍中国参与印尼煤电项目的相关情

况，为全面认识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参考。

一、 中国在印尼投资的历史轨迹

中国-印尼投资合作历史悠久。两国在广泛开展投资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Wulandari & Inayah, 2021）。 1950年，印尼独立，并开始奉行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6

月 9日，两国政府就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印尼成为了首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东南亚国

家（Sasongko, 2009）。

总体而言，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较为和谐，双方互惠互利。20世纪 60年代中

期，由于印尼国内政治不稳定，两国外交关系降低冰点。但此后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并

在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 苏加诺、尤多约诺和佐科 维多多政府执政期间进入了新阶

段。尤其是佐科 维多多政府，采取大量措施，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Utami,

2015）。

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发展迅猛。2006年，印尼政府颁布第 71号总统条例，出台了加

速燃煤电站建设的快速通道项目一期规划（FTP1），制定了到 2009年建设煤电装机容量

10000兆瓦的目标。该计划由印尼政府指派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负责实施，通过国

际公开招标，从多家银行取得贷款，其中 5510万美元来自于中国，占总额的 61%。2010

年，印尼政府颁布 2010年第 4号总统条例，出台快速通道项目二期规划（FTP2），制定

发电装机容量 17428兆瓦的目标，其中 60%来自于燃煤电站。二期规划项目的 33%由印

尼国家电力公司负责，剩余 67%由独立发电商（IPP）负责。该计划资金来源包括国家预

算、两步式贷款、银行贷款和内部预算。项目大部分投资来自于中国银行，中标的独立

发电商也多为中国企业（AEER， 2022）。

2015年，印尼政府又发布了 35000兆瓦的电力发展规划，目标是到 2019年将国家电

力系统的比重增至 97.4%，电力项目仍以燃煤电站为主。政府将 75.2%的份额交由独立发

电商，剩余 24.8%由国家电力公司负责。2021年，印尼政府发布新计划，加速镍、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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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铁矿物、锰矿物、铜和锌冶炼项目的建设，实际落实的项目依旧以自备燃煤电站项

目为主。在印尼电力发展规划的落实中，中国投资的贡献最大，中国企业也是印尼高碳

能源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我们可以用一组数字来具体展示中国与印尼的经济合作。从 2006 年到 2013 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在印尼的投资约为 58.8亿美元，从 2014年到 2022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印尼的投资约为 295.5亿美元。根据美国企业公

共政策研究所，过去 17年间，中国在印尼的总投资额达到了约 352.3亿美元，具体分布

如下图所示：

图 1. 中国对印尼投资总额，2006-2022

（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

来源：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2023

这些投资中的约四分之一集中在能源产业，其中大部分用于化石燃料项目建设。具

体而言，化石燃料项目投资占到了能源投资总额的 86%，约为 77.2亿美元。中国与印尼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印尼一直大力支持“一带一路”投资，提供便利的投资

环境，承诺使用中国的援助加速印尼发展。事实上，2022年，印尼是吸纳中国投资第三

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了建设开发（Nedopil. C, 2023），而同年

中国也是印尼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印尼投资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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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印尼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

加强国际合作是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的关键。中国与印尼在低碳发展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合作已展现出巨大潜力。印尼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转型，正在制定积极的政策计划，

包括推广太阳能光伏等清洁能源技术，以实现更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和

印尼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以下是一些中国-印尼可再生能源合作的

典型案例：

中国企业承建的芝拉塔漂浮光伏发电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芝拉塔水库，是

迄今为止印尼乃至东南亚最大的漂浮光伏发电项目，是印尼清洁能源发展史上的一座重

要里程碑，也是全球首个百米水深的漂浮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 30 万兆

瓦时，占印尼目前新能源发电量的 25%，将为印尼每年节约标煤 11.7 万吨，每年减少二

氧化碳、煤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 21.4 万吨、8.2 万吨、0.9 万吨和

4500 吨，可为约 5 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项目自 2023 年底并网发电一年来，累计向

爪哇、马都拉和巴厘岛电网提供 267 吉瓦时的清洁电力，对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

积极影响。

卡朗卡德斯漂浮光伏电站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玛琅市卡朗卡德斯大坝，是

印尼境内第二大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10 万千瓦，计划于 2026 年

投入商业运行。项目建成后，不仅将为印尼提供清洁电力、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还将

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深远影响。通过推动就业平等、支持教育医疗和促进社

区发展，展现中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全球可持续能源合作的责任与表率作用。

在垃圾发电方面，中企承建的泗水垃圾气化发电项目是印尼范围内首座建设并成功

发电的垃圾发电项目，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垃圾热解气化发电项目。该项目日处理生活垃

圾 750 吨，总发电量达 12 兆瓦，年发电量约 1.54 亿千瓦时，可为泗水市约 10 万人提供

清洁电力。项目有效解决了垃圾填埋带来的环境问题，将垃圾减量至初始体积的 5%，每

年处理垃圾约 36.5 万吨，极大缓解了当地垃圾污染和次生海洋环境问题。此外，项目采

用高效节能设备和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通过资源循环利用

减少环境影响，为印尼提供了可持续的垃圾处理解决方案，推动了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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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车领域，中国和印尼同样开展了务实合作。2021 年 8 月，中国车企东风小

康汽车公司针对印尼市场推出 Gelora-E 纯电动商务车。这款车从 20%至 80%电量的充电

时间只需 80 分钟，拥有 300 公里续航里程，能源成本降低到每公里 200 印尼盾（约合

0.1 元），运营成本降至传统商用车的三分之一。Gelora-E 因此被印尼中爪哇省梭罗市政

府选中，成为该市交通系统电动化解决方案之一。2022 年 8 月，中国车企上海通用在印

尼的工厂面向印尼市场发布五菱首款新能源全球车型——Air ev。新车定价贴近普通民众，

长续航版本续航能达到 300 公里。2022 年 11 月 G20 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办期间，Air ev

还作为主办国印尼的官方用车为与会代表团和组委会提供绿色出行保障。目前，Air ev 正

积极布局印度、埃及以及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



3
印尼的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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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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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

一、填补印尼能源转型的融资与技术缺口

推动印尼能源转型需要巨量融资。投资需求的具体规模将取决于关键技术和净零排

放（NZE）目标年份。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MEMR）《2022年年度成果报

告》，与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相比，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资实现仍处于较低水平。2022

年，MEMR认定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投资仅为 16亿美元，而石油、天然气、煤炭和

其他矿产项目的投资则达到了 220亿美元，占能源部门总投资额的 80%（见图 5）。

2017-2022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年均投资额不足 50亿美元，而根据 IESR评估

（2021），要在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印尼清洁能源产业的年均投资额需达到 250亿

美元。

图 5.印尼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实现情况对比，2018-2022

来源：MEMR, 2022; ISFO, 2022

投资不足导致清洁能源技术应用发展缓慢，无法实现大规模推广。根据MEMR的

《2022年年度成果报告》，印尼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12.5GW，据 2025

年 45.2GW的目标相差甚远。同时，水电和地热能是印尼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首选，其中

水电占到了印尼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一半（见图 6）。要实现 2025年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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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次能源供给比重达到 23%的目标，印尼必须打造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着力发

展可迅速进行大规模部署的太阳能和风能。

图 6.印尼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2018-2022（包括 2022和 2023年的目标）

来源：MEMR, 2023

为实现根据《巴黎协定》所承诺的减排目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和

IESR共同提出了一个 2050年可以实现的净零排放情景（见表 4）。与 MEMR提出的

情景相比，IRENA和 IESR的情景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核能选项排除，为

可再生能源装机制定了更具雄心的目标。不同的情景所产生的融资需求也有所差异，

但经过比较，如果从投资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之比来看，IESR和 IRENA提出的对

接《巴黎协定》的情景更具经济可行性。目前，到 2050或 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就是投资。印尼需要在短时间内调动大量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能，

促进绿色发展。

表 4.不同 NZE路径下印尼能源转型年均投资需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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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可再生能源总装

机

实现 NEZ目

标所需的总投资

IRENA 1.5S RE100 by 2050

IRENA 1.5S是印尼实现 2050年净零排

放目标的一条可行路径。该情景也与《巴黎

协议》提出的 1.5℃度温控目标对接。RE100

意味着到 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

给的比重将达到 91%左右。

1,000 GW 14360亿

美元

MEMR NZE Roadmap 2060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为 2060年实现净

零排放制定了路线图，根据 LTS-LCCR

文件中的宏观经济预测，提出了印尼能源

领域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政策策略。

768 GW 11080亿

美元

IESR Deep Decarbonization NZE by

2050

在该情景下，印尼将通过 100%使用

可再生能源，在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包括太阳能、地热能和水能。

~ 1,500

GW
12810亿

美元

来源：作者整理

表 4所列三种情景都提出，得益于其储量丰富、成本低廉与模块化的特点，太阳能

光伏将成为未来引领印尼实现净零排放的主要技术。IRENA预测，在 1.5-S RE 100情景

下，2018-2030年间光伏太阳能的投资规模将达到约 440亿美元。虽然太阳能光伏的整体

投资规模最大，但与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相比，太阳能光伏的每

兆瓦投资成本更低。2023年，印尼仅完成部署太阳能光伏 270MW，而据 IESR估计，印

尼的太阳能储量高达 6749MW。尽管太阳能是最有发展前景的可再生能源来源，但目前

印尼不论是屋顶太阳能还是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的发展都严重滞后。全球太阳能光伏发

电平均成本的不断下降并未对印尼光伏项目的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2/Oct/IRENA_Indonesia_energy_transition_outlook_2022.pdf?rev=b122956e990f485994b9e9d7075f696c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b496b141-8c3b-47fc-adb2-90740eb0b3b8/AnEnergySectorRoadmaptoNetZeroEmissionsinIndonesia.pdf
https://iesr.or.id/en/pustaka/deep-decarbonization-of-indonesias-energy-system-a-pathway-to-zero-emissions-by-2050
https://iesr.or.id/en/pustaka/deep-decarbonization-of-indonesias-energy-system-a-pathway-to-zero-emissions-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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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100%依赖可再生能源的情景下进一步加强能源安全，印尼的国有电力公司

（PLN）需要建设智能电网和输电设施，适配波动性较大的风、光等新能源。比如，中

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建设投运新疆昌吉-安徽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利用新疆丰富的

风光资源，向全国输电 12000MW（Xinhua Silk Road, 2021）。该项目总价值 59亿美元，

预计将帮助中国每年减少煤炭消耗 3800万吨（NS Energy Business, n.d.）。根据最新版的

PLN RUPTL，印尼将在发展智能电网的同时，配套建设产业园区。其中一个项目就位于

首都雅加达附近的加拉璜（Karawang）。为适应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特点，PLN将

采用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在松巴岛和珀尼达岛项目中进行应用。根据

IRENA的计算，在对接《巴黎协定》的情景下，2018-2030年间，印尼在电网建设和电

力系统灵活性提升上的总投资需求约为 805亿美元。

要实现 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23%的目标，作为国有公用事业单位，PLN在提

高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最新版的电力供

应商业计划（RUPTL）2021-2030中，PLN制定了发电总装机增长 40.5GW，其中一半

（20.9GW）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目标（MEMR, 2021）。2023年，在印尼即将结束东盟

主席国任期之际，举行了东盟-印太论坛。根据论坛成果，PLN 承诺，在下一阶段的

RUPTL 2023-2032中，增加 32GW的可再生能源装机（The Jakarta Post, 2023）。这就意

味着在 PLN制定的发电装机增长目标中，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比重将达到 78%。尽管 PLN

制定了富有雄心的目标，但资金不足可能导致目标实现困难重重，比如没有足够的资金

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根据 RUPTL 2021-2030， 印尼政府提供的电力补贴仅够覆盖

PLN自身的运营成本，不足以支持 PLN的电力投资。这一困境促使 PLN转向通过寻求

私营部门投资来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

如第四章所述，中国企业在印尼燃煤电站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中国政府已

经承诺不再投资新建海外煤电项目，印尼也签署了新的法律5，禁止新建燃煤电站，但仍

有在建或处于购电协议期限内的煤电项目，包括中国参与的项目。未来可以引导中国能

源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项目，从而填补印尼低碳发展的融资缺口。从中国近十年可再生

能源的增长规模来看，中国的独立发电商和投资者可以成为 PLN理想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帮助其实现目标。

5 2022年第 112号总统令是印尼加速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部署的法律基础，同时规定除 RUPTL已批准的项目外，

禁止新建燃煤电站。

https://en.imsilkroad.com/p/322913.html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projects/changji-guquan-uhvdc-transmission-project/
https://www.esdm.go.id/en/media-center/news-archives/rencana-pengembangan-pembangkit-nasional-beri-porsi-ebt-lebih-besar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business/2023/09/11/plns-ambitious-renewables-target-lacks-govt-support-analysts.html?utm_campaign=os&utm_source=mobile&utm_medium=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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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财政能力有限，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支持能源转型。第五章中介绍的创新

型融资机制还需要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才能填补印尼的融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印尼寻求在 206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就必须从多种渠道募集资金。国际社会的支

持，不论是融资还是技术援助，对加速印尼脱碳进程具有关键作用。辅以激励性政策措

施，国际支持可以帮助印尼实现其低碳发展目标，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减排。

二、深化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的挑战

尽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NRE）储量丰富，印尼在加速低碳转型方面面临巨大的

融资缺口。作为伙伴国，中国应面对挑战，坚持战略方向，面向未来，从印尼的高碳项

目中撤资。本章将聚焦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所面临的技术、融资和制度挑战。

(一) 技术

煤炭淘汰与电网互联

中国独立发电商（IPP）的发电装机占到了印尼 IPP发电总装机的三分之一，在运

煤电装机 3.8GW，在建煤电装机 2.9GW（Chui. R. et al., 2023）。此外，购电协议的有效

期为燃煤电站开始运营或商业运行期（COD）开始后 25年（AEER，2022）。这就意味

着中国 IPP超过 92%的煤电装机将在 2035年后退役，超过 50%将在 2050后退役。这些

剩余的煤炭资产是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所面临的最大阻碍。推动印尼燃煤电站提前退

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 IESR认为加速退煤并非完全不可能。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取

消中国 IPP尚未投运的 2.9GW煤电项目。该方案执行难度相对较低，可节省高达 187亿

美元成本。而与此同时，终止闲置资产、设备停运、国家煤炭收入损失和转移就业的成

本到 2024年约为 50亿美元。由此可见，该方案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要比其

所需的成本高三至四倍。

图 7.不同时期中国 IPP的燃煤电站与其他燃煤电站的退役成本对比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2024 年政策研究专题报告

27

来源： Cui. R. et al., 2023

作为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加强岛屿间能源系统的互联互通是印尼所面临的

一大难题。电网互联程度越高，印尼的低碳发展转型速度越快，而根据 PLN提供的数据，

目前各岛屿的电力系统建设仍不完善。因此，要解决短板，就必须推动电网互联。此外，

由于没有 NRE间歇性的一手数据，PLN不愿冒险参与低碳发展项目。新建电力设施，尤

其是 NRE发电项目并网的审批和采购流程繁琐缓慢。这是印尼绿色低碳发展所面临的另

一个技术障碍。针对该问题，由于印尼采用的是由上至下的能源政策体系，如何加速和

简化行政手续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

(二) 融资

政治风险是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显示（Yang et al.，

2022），降低政治风险可以促进绿色投资和绿色科技的发展。由于政治系统和金融系统

相互关联，因此必须从金融角度解读中国-印尼低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寻找问题，寻求

解决方能，加速可持续发展。

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可能遇到如下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外国劳动

力的涌入可能会抢占印尼本地人的就业机会。这一问题可以从外企雇主的角度进行解决。

为打消民众的顾虑，中国和印尼政府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比如在法规中规定只有当

本地劳动力缺乏相关技能的情况下，才允许雇佣中国员工（Suryadinata, 2020）。第二，

印尼害怕落入债务陷阱6。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国家因多年无力偿还中国贷款而申请延期

6 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新的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已经出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持续增加。部分原

因是经济衰退导致公共收入下降，以及一些国家采取大规模政府措施应对金融问题。这种情况会阻碍经济增长，并可

能导致高负债-低增长-公共债务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欧元区，拥有大量主权债务资产的银行变得十分脆弱。

随着出现国家债务和信贷市场双重危机的风险逐渐增加，市场信心进一步降低。（Pando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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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CNBC, 2023）。因此，在未来的合作中，双方必须将透明度、责任义务和沟通放

在优先位置。第三，印尼每五年进行一次总统选举，因此每届政府的政策措施大概率会

有所差异，从而影响两国合作。因此难点在于如何保证双方能够长期合作、互利共赢，

保持地缘政治方向和优先合作领域长期不变。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将民主化法案（公正、参与、透明度和责任心）的实施作

为双方合作的优先事项。双方必须制定长期战略规划，签署双边协议。通过建立伙伴关

系，印尼能够加速能源转型，实现 2060年减排目标。要确保能源安全、保证人人获得负

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双方在制定和签署协议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全程透

明。疑虑、担忧和分歧都可以通过发展面向未来、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来化解。

(三) 制度

缺少专门针对低碳发展的双边合作框架

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印尼和中国一直保持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2011年，两

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推进两国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在“一带一路”倡

议框架下，中国一直为印尼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

方，中国和印尼都需要承担起国际义务，阻止全球气候变暖，降低国内碳排放。两国可

以通过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双边合作的优先领域，共同促进《巴黎协议》目标的实现。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尼还没有针对绿色项目的合作框架或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的

旗舰投资项目。

中国和印尼的的绿色投资标准存在重合，从而加剧了缺少针对减缓与适应气候变

化的双边合作框架所带来的问题。如上文第五章所述，印尼正在制定绿色项目分类方案，

根据经济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其进行分类。与此同时，印尼投资部也针对投资者、

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布了可持续投资指南，作为绿色项目标准，提出了如何根据 ESG

三大支柱开展业务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总体原则。

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发展指南》与《“一带一路”绿色投

资原则》构建了“一带一路”项目分级分类体系。两份文件虽然在判定商业活动是否符

合 ESG 标准和气候目标要求方面采用了不用的方法，但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ClientEarth 2022）。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638689771d0e3c4beb14bf2f/1669761400150/Briefing+Paper+-+Sri+Lanka+Debt+-+V5.pdf
https://www.clientearth.org/latest/documents/report-accelerating-green-bri-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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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尼根据各自的指南来判定一笔投资或一项经济活动是否符

合绿色标准。这就给两国深化低碳发展合作带来了阻碍。中国和印尼需要推动两国绿色

项目分类方案和绿色投资原则对接，明确哪些项目为战略性双边合作的重点项目，共同

实现气候目标。

缺少保障和 ESG标准

双边合作的目标是互利共赢。在双边经济合作中，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新增就业岗

位、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额增加。更重要的是，合作成果应惠及全体人民。因此，作为

中国投资的接受国，印尼必须保证中国-印尼合作框架下的所有项目都遵循 ESG标准，并

采取措施，保障受影响地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投资方，中国应与投资接

受国一同为中资项目制定 ESG监督与评价标准。

无法严格落实保障措施和 ESG标准，就无法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和项目的成功实施。

比如，太阳能光伏或水电项目需要土地清理和拆迁安置。要在项目初始阶段就消除不必

要的风险，项目承包商和地方政府就应保证项目开发不对当地群众的利益造成影响。当

地社区应参与讨论和决策制定，尤其是在相关决策可能直接影响社区生计的情况下。必

须将当地社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证项目开发的成果首先惠及当地社区。

获得认定的低碳发展项目还应关注可能造成的潜在环境危害。比如，随着太阳能光

伏和电动汽车电池的大规模投产，中国和印尼政府都应开始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

电池的废物循环利用作出规划。除了带来环境效益，电池或太阳能板的循环利用还可以

发展成独立的产业，提高新能源组件废物的经济价值。

除了上述例子外，还有很多方案能够保证 ESG合规，使受影响社区的利益得到保障。

没有公众的支持和妥善的环境管理措施，低碳发展双边合作框架下的项目在促进经济发

展，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将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为双边经济合作框架下的战略项目制定一

套严格的监督与评价标准是目前两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机遇

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2023年 11月，印尼政府发布《综合投资

与政策计划》（CIPP），围绕发展电力传输与分配网络、提前退役和管理逐步淘汰燃煤

电厂、加速可调度可再生能源、加速可变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等 5

各方面做出承诺，积极推进电力系统改造、可再生能源部署、绿色投融资等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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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到 2030年将电力领域的碳排放量减少到 2亿 5000万公吨，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

比率提高到 44%。

本节将重点分析两国有哪些可以抓住的机遇，可以在哪些项目上深化合作，如清洁

能源基础设施、冶炼厂和自备可再生能源电站，太阳能光伏投资及融资合作（可持续金

融）。

(一) 利益相关方画像

深化中国-印尼伙伴关系可以保证低碳发展合作能够通过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

与为两国提供一条坚实路径。中国-印尼合作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但双方仍需制定

实施有效的长期策略，为相关合作倡议保驾护航。通过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分析，我们可

以识别出哪些参与者与中国-印尼伙伴关系利益相关且具有重大影响力。利益相关方分析

结果见下表 5。

表 5.印尼低碳发展利益相关方分析

机构 影响力

（利益|影响）

印尼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 高 | 高（伙伴）

印尼投资部 高 | 高（伙伴）

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 高 | 高（伙伴）

众议院第六委员会（投资） 高 | 中（咨询）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 中 | 高（参与）

国家能源局 中 | 中（参与）

众议院第七委员会（能源&工业） 中 | 中（参与）

印尼工商会 中 | 中（参与）

民间社会团体 中 | 中（参与）

私营部门 中 | 低（提供信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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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低 |低（提供信息参考）

来源：作者分析

根据利益相关方影响力分析可知，要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加速推进低

碳发展合作，保证上述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此外，双方应先制定相关策略，

逐步推进达成长期协议。比如可以开展知识产品合作，分享中国经验与合作机遇，举办

会议、工作坊和交流会等活动，以及就如何推进长期协议的达成签署高级别双边协议。

确保印尼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将为中国提供新机遇，使两国合作更上一层楼。此外，

中国-印尼低碳发展合作还必须做到目标明确、透明、包容、互相尊重、负责和积极。

(二) 改造自备燃煤电厂加速产业脱碳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今天对可再生能源的每一美元投资能在 2050年节

约 3美元的燃料成本（OECD，2014）。尽管印尼拥有丰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储备，

但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印尼就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加速转型。中国和印尼

的能源结构都以煤为主，且两国都是能源需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能源转型中面

临着共同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可以与印尼分享能源绿色发展的经验，推动公正有序的能

源转型。

印尼提出，到 2025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提升至 23%，但

目前这一比重仅为 12.5%。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填补 10.5%的差距并推进新建可再生能源

项目，对印尼来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中国就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在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框架下帮助印尼开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伏是最简单有效的切入点（见图

8）。近期，中国可以通过在印尼开展预可行性研究支持印尼优化可再生能源结构。此外，

印尼已经建立了几条镍、铝土矿、铁矿物、锰矿物、铜和锌冶炼业务线。中国可以抓住

机会鼓励中国私营部门由依靠自备燃煤电站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最后，中国可以

通过政策改革制定激励措施，同意将现有的与中资银行和企业相关的独立发电商和燃煤

电站将其搁浅资产逐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开发。

除了加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两国还可以通过共同努力，使中国-印尼伙伴关

系更加具备长期的可行性和成效性，以帮助印尼在 2060年甚至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由于

两国合作以政府间承诺为主，双方应通过协议降低合作风险。同时，有必要将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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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议向全社会公开，以便在加速低碳发展过程中，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应对分歧、舆情

和搭便车问题时，其利益能够得到保障。

(三) 促进太阳能光伏投资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能源投资仍集中在发电项目。但是，要加速开发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就必须保证相关设备组件供给稳定，价格合理，比如晶圆、太

阳能电池或涡轮机。如果未来投资趋势转向可再生能源，电力存储与电网技术和组件加

工业的投资需求将会增加。

太阳能为中国在印尼进行清洁能源投资创造了新的机遇。为了实现 JETP制定的

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 34%的目标，未来五年太阳能模块和其他组件

的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除了储量丰富，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也逐年下降，从而使其具

备更大的潜力，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帮助印尼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此外，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通常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通过在屋顶装设太阳能发电装置，在城乡建

筑迅速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根据最新版的 RUPTL，PLN计划到 2025年新增太阳能发

电装机 3.9GW，其中 2.45GW通过 IPP进行采购。同时，印尼也可以将太阳能发电产生

的电力出口到新加坡等邻国（IESR，2022）。

图 8.印尼净零排放（NZE）路径的太阳能发电装机

来源：IESR, 2022

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是太阳能光伏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过去五

年，中国一直从马来西亚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以填补国内硅晶圆的需求缺口（IEA,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d2ee601d-6b1a-4cd2-a0e8-db02dc64332c/SpecialReporton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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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a）。与此同时，越南和马来西亚又从中国进口晶圆成品。目前中国制造的硅晶圆

在质量上已经能够与德国和美国产品媲美，但价格却低廉很多（BloombergNEF, 2021）。

据统计，太阳能光伏贸易分别为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贡献了 7%、10%和 5%的贸易顺

差。中国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经成功使这两个东南亚国家成为了主要的太阳能光

伏产品出口国。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为越南和马来西亚打开欧美市场提供了切入

点。

而另一边，印尼在太阳能光伏或其他清洁能源组件制造方面依旧落后于邻国。制造

太阳能电池所需的矿产资源在印尼储量丰富，如铝土矿（4%）、铜（3%）和银（2%）

（MEMR，2020）。同时印尼的劳动力成本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尽管具备上述

优势，印尼的太阳能板制造业依旧仅限于光伏模块组装，且其中 50%的产能以出口为导

向。为了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确保能源安全，印尼必定需要建立自己的清洁能源支持性

基础设施产业。

图 9.不同地区太阳能光伏投资成本对比

来源：IEA, 2022

在与印尼开展能源合作时，中国需要充分考虑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东

南亚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不算增长，对可再生能源发

电设施组件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与其将所有投资都集中在发电项目，中国可以引导投

资转向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就太阳能光伏价值链而言，东南亚与中国在生产的各阶段都

有相似的成本竞争力（见图 9）。为跟上市场投资趋势，中国需要抓住目的地国的发展

重点。就印尼而言，伴随能源转型而来的是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时就需要暂时借助外

国援助，帮助产业走向成熟。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Solar%20PV%20Case%20Study%20-%20BloombergNEF.pdf?wDUUlXhfxWtA0lLU66HdshX539MvZ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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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和印尼的绿色投资标准对接

前文提到，缺少低碳发展合作框架是中国和印尼进一步深化绿色投资合作的一大

挑战。因此，两国需要加强绿色投资原则和标准对接，确保政策明晰。这一点对即将

参与中国-印尼战略性双边合作的私营部门来说尤其重要。加强标准和原则对接的目的

是为两国建立长期绿色低碳发展伙伴关系提供共同基础。此外，还必须推动相关标准

与《巴黎协定》目标对接，确保中国-印尼经济合作不再以高碳活动为导向。绿色投资

原则和标准的对接也能有效防范“洗绿”。

印尼和中国都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其中印尼是全球第九大排放国，而

中国位列第一（IEA, 2021; Climate Watch, 2020）。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低碳发展合作

不应仅限于倡议与承诺，而应采取切实行动，如签署项目备忘录和政府间的可再生能

源开发协议，或建立一套专门针对低碳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这些行动能够证明中国

和印尼正在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切实履行自身承诺。中国-印尼战略性双边合作可以通

过推动标准对接与统一，聚焦能源转型，并为其他需要融资支持摆脱化石燃料依赖的

发展中国提供样板。

除了为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建立一套全新的合作框架，也可以在现有合作框架下

推动两国绿色投资原则与标准对接。印尼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根据“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绿色投资趋势判断，未来流入印尼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也会增加。除了

“一带一路”倡议，两国还设立了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因此，实现投资标

准对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制定一套绿色发展指南，对于两国而言并非难事。中国

和印尼都积极谋求绿色合作。两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共识，确保未来中国-印尼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与投资。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ghg-emissions?end_year=2020&start_yea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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