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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及欧美发达国家对火电 ２０３０ 年前限制政策的实施，国内许多企业纷纷在海外以建设 －经营 －
转让（ＢＯＴ）模式投资燃料、火电、新能源、电网等能源项目。通过分析孟加拉国及东南亚国家能源供应特点、电力
结构规划、能源利用效率及电力财政收入情况，指出了这些国家开展综合能源服务的必然性并展望了未来几十年

的电力发展趋势，为国内 ＢＯＴ企业进行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市场开发及规划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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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实施关键在于“三转变、三

搭建、三发展”［１］，即：由电力供应起始端转变为多类

型能源流和信息流协同供应起始端的定位转变，由

发电商转变为综合能源供应商的角色转变，由发电

上网转变为发电、配电、售电及综合能源服务等多样

化业务的业务转变；搭建综合能源系统仿真平台，搭

建在线互动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搭建以发电企业

为核心的综合能源服务生态圈；发展多类型能源流

和信息流的互联互通技术，发展清洁高效火力发电

技术，发展分布式发电、微网技术。能源企业和拥有

大量客户资源的服务机构通过战略联盟、项目合资、

供应商合作等模式形成互惠共赢的商业生态圈，参

与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竞争，未来盈利模式将从现阶

段的建设 －经营 －转让（ＢＯＴ）模式转向通过产业链
的整合和延伸来创造市场项目群。

鉴于目前政府鼓励更多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

作、国内电力投资及产能过剩、中国及欧美发达国家

对火电 ２０３０ 年前限制政策实施的现状，国内许多企
业纷纷在海外以 ＢＯＴ 模式投资燃料、火电、新能源、
电网等能源项目，海外电力市场越来越受到重

视［２ － ３］。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电力需

求加大，国内企业应根据各国能源资源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本文对孟加拉国

及东南亚国家能源结构及能源业务情况进行分析，

探索全产业链经营、一体化营销模式，希望能为国内

ＢＯＴ企业进行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市场开发及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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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孟加拉国电力系统总体规划
Ｔａｂ． １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ＭＷ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５ 年 ２０４０ 年 ２０４１ 年

外购电 ６６０ ８３５ １ ４００ ３ ９００ ５ ９００ ７ ９００ ７ ９００

核电 ０ ０ ０ １ ２００ ２ ４００ ３ ６００ ４ ８００

煤电 ２４９ ３４９ ４ ３４９ ６ ５２４ ９ ７８５ １４ ６７８ １９ ９５０

新能源 ４７２ ２ ７５３ ３ ０２８ ３ ３３１ ３ ６６４ ４ ０３１ ４ ４３４

ＨＳＤ双燃料发电 １ １５８ １ ６７０ １ ６７０ １ ６７０ １ ６７０ １ ６７０ １ ６７０

重油发电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２ ７９３

天然气发电 ８ ７５３ ９ ４１０ ９ ４１０ ９ ４１０ ９ ４１０ ９ ４１０ ９ ４１０

ＬＮＧ发电 ６ ７５０ ７ ４２５ ８ １６８ ８ ９８４ ９ ８８３ １０ ９５０

电力规划总容量 １４ ０８５ ２４ ５６０ ３０ ０７５ ３６ ９９６ ４４ ６０６ ５３ ９６５ ６１９０７

２０１６ 年电力规划（报刊） １２ ９４９ １９ １９１ ２７ ４３４ ３６ ６３４ ４９ ０３４ ５７ ０００

电量总需求（ＪＩＣＡ电力规划） １６ ２８８ １３ ３００ １９ ９００ ２７ ４００ ３７ ３００ ４８ ５００ ５１ ０００

注：ＨＳＤ双燃料发电为重油、天然气 ２ 种燃料可切换的发电；ＪＩＣＡ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提供思路，最终实现能源电力投资赢利。

１　 孟加拉国及东南亚国家能源结构特点

纵观当今世界电力市场，煤电仍然是最廉价和

最可靠的电力来源，但由于各国资源限制和环保压

力，煤电增长趋缓且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区域电网

互联互通成为趋势［３］。东南亚国家煤炭资源丰富，

但煤电开发不足，电力燃料主要为燃油和天然气，在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煤电一体化为核心的综合

能源服务业务势必成为该地区的热点。

２　 孟加拉国能源业务情况

２． １　 孟加拉国能源供应特点
孟加拉国虽属南亚地区，但其国情和自然资源

更接近东南亚国家。孟加拉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于

西北和北部地区，开采量较小，加上该国海岸吃水深

度不够，海运进口煤有限，煤电发展严重滞后。一直

以来，该国以本国天然气发电为主，但有限的天然气

资源制约了电力发展。现阶段，孟加拉国上网电价

按燃料成本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天然气、本地煤、

进口煤、液化天然气（ＬＮＧ）、重油、柴油，考虑今后
１５ ～ ２０ 年燃料涨价的因素，本地煤和进口煤为燃料
的上网电价将低于天然气［４］。孟加拉国电力燃料

供应存在南电北送、南煤北送、南气北送的特点，但

孟加拉国有优质的本地煤待开发。

为带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增加就业，同时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孟加拉国近年来大力发展

煤电和 ＬＮＧ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政府在政策上也给
予了扶持，如本地银行对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

企业提供优惠小额贷款等，促进了综合能源服务业

务的开展。

２． ２　 孟加拉国电力结构和规划
２０１６ 年，孟加拉国制定了该国电力系统总体规

划（ＰＳＭＰ），见表 １。
孟加拉国 ２０１７ 年规划电力容量为 １４ ０８５ ＭＷ，

但实际电力容量为 １６ ２８８ ＭＷ。其中：以本国天然
气为燃料的发电容量为 ８ ７５３ ＭＷ，占该国发电总容
量的 ６１． ０６％，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９ ４１０ ＭＷ 后不再增容；
重油发电容量为 ２ ７９３ ＭＷ，占该国发电总容量的
１９． ４８％，ＨＳＤ双燃料发电容量为 １ ６７０ ＭＷ，占该国
发电总容量的 ８． ０８％，重油和 ＨＳＤ双燃料发电今后
将不再增加容量；燃煤电站发电容量最小，仅为 ２４９
ＭＷ，只占该国发电总容量的 １． ７４％，未来有很大增
长空间。

至 ２０４１ 年，燃煤电站发电容量将达到 １９ ９５０
ＭＷ，占该国发电总容量的 ３２． ２３％，成为孟加拉国
第 １ 大电力来源；ＬＮＧ发电容量为 １０ ９５０ ＭＷ，占比
１７． ６９％；核电容量为 ４ ８００ ＭＷ，占比 ７． ７５％；新能
源容量为 ４ ４３４ ＭＷ，占比 ７． １６％；重油发电容量保
持 ２ ７９３ ＭＷ，占比 ４． ５１％。

从 ２０２０ 年起，进口 ＬＮＧ电力容量为 ６ ７５０ ＭＷ，
成为孟加拉国第 ２大电力来源，加上本国天然气电力
容量，两者占该国发电总容量的 ６５． ７９％，占比达到最
高值。此后，占比逐渐减小，２０３０ 年为 ４７． ５２％，２０４０
年为 ３５． ７５％，２０４１年为 ３２． ８９％。

由表 ２ 所示的孟加拉国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３０ 年及
２０４０ 年 ２ 个 １０ 年的电力规划可以看出，煤电发展
迅猛，逐渐成为主力，核电从无到有，水、风、光等新

能源电力虽然占比减小但总容量稳步增加。预计

２０４１ 年后，煤电将保持当前容量，新能源发展将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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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电力缺口。按煤电 ４ 年建设期和 １０ 年资金回收
期计算，孟加拉国煤电发展黄金期为未来的 １５ ～ ２０
年，煤电一体化 ＢＯＴ投资最佳时期为未来的 ５ ～ １０
年，错过这个窗口期会增加投资回收风险。孟加拉

国政府为保证电力不过剩，会十分慎重地签订购电

协议（ＰＰＡ）；同时，孟加拉国电力政策较好，但政策
变更风险较大，窗口期时日不多，国内 ＢＯＴ 企业需
尽快签署 ＰＰＡ。

表 ２　 孟加拉国各类电力占比
Ｔａｂ． 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

类别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４０ 年

外购电 ３． ４０ １０． ５４ １４． ６４

核电 ０． ００ ３． ２４ ６． ６７

煤电 １． ４２ １７． ６３ ２７． ２０

新能源发电 １１． ２１ ９． ００ ７． ４７

ＨＳＤ双燃料发电 ６． ８０ ４． ５１ ３． ０９

重油发电 １１． ３７ ７． ５５ ５． １８

天然气发电 ３８． ３１ ２５． ４４ １７． ４４

ＬＮＧ发电 ２７． ４８ ２２． ０８ １８． ３１

天然气 ＋ ＬＮＧ发电 ６５． ７９ ４７． ５２ ３５． ７５

２． ３　 孟加拉国能源利用效率
孟加拉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较低，２０１７ 年整个

电网平均热耗率为 ２ ８６７ ｋＪ ／（ｋＷ·ｈ），远远高出我
国平均热耗率 ７０４ ｋＪ ／（ｋＷ·ｈ）。孟加拉国 ＢＯＴ 煤
电站平均热耗率相对于其他能源形式较低，可拉低

全网平均热耗率［６ － ７］。

２． ４　 电力财政收入情况
根据孟加拉国财政部发布的近几年国有企业预

算执行报告，财政收入亏损主要来自电力行业，电力

发展委员会（ＰＤＢ）亏损占比达 ８０％以上。造成亏
损的直接原因是电力供应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国家

为提高纺织等产业的竞争力以及满足日益增长的电

力需求，不得不以昂贵的价格购买燃油电力，再低价

供应给用电企业，造成电价倒挂。仅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财
年孟加拉国 ＰＤＢ 亏损就达 ７１３． ５ 亿孟加拉塔卡
（１． ０ 人民币约合 １２． １ 孟加拉塔卡）。
２． ５　 孟加拉国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分析

２０１６ 年，孟加拉国委托 ＪＩＣＡ 对其国内能源和
电力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并出台了 ＰＳＭＰ，明确提
出了电力系统跨越式发展目标。根据规划，孟加拉

国未来 ７ 年将投资 ７０ 亿美元用于电网建设，电力系
统总投资达 ３８４ 亿美元，同时将综合能源服务提上
日程［５］。孟加拉国在积极引进先进电力技术和设

备的同时，鼓励外国企业在多能源协同生产供应、分

布式能源利用、节能降耗、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建设等

方面开展业务，安全、高效的能源应用需求将在

２０２０ 年左右起步。
由于孟加拉国人口较多，资源匮乏，发电成本较

高，综合能源利用及煤电一体化成为其发展的重要

途径。

（１）煤电一体化、煤的综合利用。煤化工（煤炭
地下气化）与煤的综合利用符合孟加拉国国情，当

石油价格达 ５０ 美元 ／桶以上时，煤化工就具有盈利
空间；同时，煤化工可产生大量孟加拉国需要的化肥

和化工原料，为项目落地创造了必要条件。

（２）一体化营销。企业可参与河道整治造地、
移民搬迁、煤开采、废气燃烧利用以及采煤区后期建

立光伏电站；同时，还可以投资参与周边国家电网互

联，获取电网过网费，如消纳尼泊尔水电及旱季倒送

电到尼泊尔，从发电商改变为电网投资商、产业链整

合商及一体化营销商，以 ＢＯＴ模式参与煤炭、化工、
电力电网等多个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工程庞大，对

孟加拉国走出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及加快工业化进程

意义重大。

３　 东南亚国家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的途径

３． １　 越南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越南政府调整了其 ２０１０ 年制定

的“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及到 ２０３０ 年
展望”（简称第 ７ 次电力规划调整）［８］，以满足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 ７％所对电
力的需求。第 ７ 次电力规划调整要求利用其国内外
的所有资源发展电力，保证电力充足供应和更高的

供电质量，具体措施如下。

（１）以合理的电价服务该国社会经济发展。
（２）电力生产多样化发展。
（３）加快使用再生能源的电力生产，逐步提高

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合理减少对进口燃料发电的

依赖性，保证能源安全，减轻对气候的影响，保护环

境和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４）形成和发展智能电力系统，以适应高比例
再生能源发电。

越南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到 ２０３０ 年将投资 １ ４８０ 亿
美元发展电站和输变电网，同时吸引电网投资以

ＢＯＴ形式进行能源生产和服务，有计划地发展电力
竞争市场，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和经营用电。

越南电力规划的调整，体现了该国对电力市场

能效及综合能源服务的重视。

３． ２　 印度尼西亚
（１）电价驱使。２０１５ 年，中资企业中标印度尼

西亚某燃煤电站项目的上网电价仅为 ４． ２６
美分 ／（ｋＷ·ｈ），印度尼西亚煤电第 １ 次进入 ４．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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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 ／（ｋＷ· ｈ）的时代。对比 ２０１４ 年前 ８． ００
美分 ／（ｋＷ·ｈ）的上网电价，如果没有综合能源服
务，仅依靠单纯的煤电联动实现成本投资回收、运营

成本维持、燃料付款及项目赢利已不再可能。这就

要求能源投资公司必须通过综合能源服务全产业链

来创造利润，保证投资的收益。

（２）煤矿坑口电厂项目。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
电力 公 司 （ＰＬ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电 力 供 应 规 划
（ＲＵＰＴＬ），计划在 Ｓｕｍａｔｒａ 的煤炭产区建设共 ４ ５００
ＭＷ的坑口火电厂，在该国东部地区建设共 ５５ ＭＷ
的坑口火电厂。与常规火电厂不同，坑口电厂的经

济效益主要得益于其较低的燃料价格（坑口电厂的

煤炭一般是市场价格较低的低热值煤，并且省去了

运输费用）。但坑口电厂的造价较高（如坑口电厂

要承担从电厂到负荷中心输电线路的投资），从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燃煤价格的优势。

为保证坑口电厂项目经济、可持续运行，印度尼

西亚政府规定坑口电厂的燃煤价格机制不再跟随国

际市场价格机制，将建立一套“成本 ＋利润”的定价
机制。ＰＬＮ希望煤矿商的燃料成本透明化。

（３）电力发展规划［９］。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发展煤
电一体化、天然气电站，建立区域 ５００ ｋＶ 输变电系
统；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发展地热及新能源电站，发展综
合能源服务，完善电网。

４　 结论

随着煤炭及燃气的需求增长以及价格攀升，电

价成本增加已不可避免。在当前国际范围内，只有

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等少数国家尚有煤电发展需求，

且单纯的煤电或燃气发电已不能适应现代电力市

场，探索全产业链经营、一体化营销模式是实现能源

电力投资赢利的关键。如孟加拉国本地煤化工配合

燃气机组发电模式，印度尼西亚发展煤电一体化，都

是可行的能源投资形式。分析孟加拉国、越南和印

度尼西亚 ３ 个国家的电力发展规划，开展适合本国
国情的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围绕

煤电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将是现阶段 ＢＯＴ 企业

的重点。

孟加拉国和东南亚国家电力发展的趋势为：

（１）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以火电为辅，满足 ＧＤＰ 需要，独
立发电商（ＩＰＰ）购电协议能涵盖投资回收期；
（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连接区域电网，ＩＰＰ特许经营外购
电，允许投资电网；（３）２０２０—２０４０ 年以煤电（包括
本地煤和进口煤）为主，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４）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转型为以清洁能源风电、光伏为
主，发展部分核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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