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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需要人性化而不是妖魔化能源转型的时代  

上星期我被邀请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SPIEF)，这是我 14个月来的第一次海外

商务旅行。同一时间我也在线上参加了由地球的另一端的智利承办的清洁能源部长会议

（ CEM）。这两次活动再次证实在极化的阴影笼罩下的能源转型目前在全球各地发生。 

与此同时遗憾的看到全球能源领导力也日益碎片化。 

正当我们从百年一遇的疫情复苏之际, 作为一个扎根于当地，从下至上的全球能源社区的

作用变得愈发重要。 

能源以人为本得到持续支持 

作为获取人类及地球承诺的最佳方式，我们能源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越来

越多的认同及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赋能与人来让能源产业链的更多人投入到迅速地建立一

个全新能源系统的队伍中来. 在所有的承诺中最先进入我脑海的是在 2030前实现普世能源

及 2050前达到碳中和. 

我们坚信只有在与能源系统日益多样化同步的前提下才能确保同样多元化的能源转型清

洁，公正。 也就是让最广泛领域里的人，技能，用途，技术及文化都参与其中。 

我们对目前收到的积极反馈感到非常鼓舞并将进一步提高能源素养及在城市及大社区中推

广我们边干边学的能源转型冲刺。 

“面对面交流” 

我对国际旅行的最初顾虑很快就消失殆尽了.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展示了一个在疫情过

后确保国际会议参与代表安全的成功模式。 同时也给明年世界能源大会的成功举办注入

了信心。就算是有戴口罩，频繁核酸检测及保持社交距离等诸多不便，面对面交流还是最

有效的沟通方式，数字活动没办法取代线下会议的魅力。  

这次访问期间我有幸参观了在二战里坚持使用 800多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心指挥所。 

这是对那个困难代人们保持坚韧及团结的一个谦卑及富有灵感的提示. 这次的经历坚定了



我让跟多人重新创建可持续及韧性能源转型路径的决心。世界能源理事会就是能面对这个

挑战的唯一组织。 

在圣彼得堡活动中我向与会代表解释了选择赋能与人作为第 25界世界能源大会主题的原

因。我同时参加的这两次活动（ SPIEF 及 CEM）显示了理事会在跨能源，政策及技术的

框架下提供全球社区体验的独特能力。因此赋能与人可以帮助实现共享及个人的能源服务

挑战，平衡提供可持续性能源，造福人类的能源政策。   

 一个出成果的十年  

我们的全球议题就是提倡一个在接下来重要十年出成果的合作性行动学习的新时代。  

我必须强调：像理事会这样的包容及开放式能源议题在克服能源只能顾及人类及地球之一

而不是两者兼顾这一误解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狭义绿色及广义可持续互相

抵触的实用主义理论会让假设的零碳情景及规范化路线图之进程停滞不前. 

在现有盛行所谓“出现情况怎么办”及  “应该去做” 的麻痹及迟疑的思潮之外, 我们需要能

够有用“如何去做”的务实态度去争取清洁，廉价，可靠的多路径解决方案。 理事会已经在

我们全球网络从各国地区及国家涌现出来的独特方案中见证了这种成功模式。  

如果说持有“只有绿色能源” 想法的人认为实用主义只会导致惯性, 那么纯粹 “绿能” 转型的

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无法使用能源. 而进一步的发展是能源供应测会更大程度投资新能

源，氢能及碳捕捉而使整个社会无暇顾及能源转型.  

即便是最乐观的评论家也会对这种大规模雄心计划是否适合多样化的社会表示怀疑。 而

这种多样化需要不同的起点及路径达到碳中和。 单一的优化方案不会实现清洁及公正的

能源转型。  

在价格，可负担及能源成本中间管理差异  

目前越来越多的政府在没有持续计划来保证目标落实及对经济影响缺乏理解的前提下急着

制定独断的目标时间表，这让“只有绿能” 的支持者日子不好过. 

在额外单元能源市场价格及其能给社会带来的价值上，在消费者能够支付的价格及整个系

统成本上这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认可能源转型多样性并共同进步是提升能源素养的重

点。 全球各地社区必须很清晰了解不同的选择方案及相关价格方面的信息。  

为了保证转型的包容性及所有人受益, 我们必须朝前看并发掘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的赢家及

输家.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被遗弃的社区及供应链，同时能更好管理搁浅资产带来的财

务风险。光采取 “纯绿能”的话，需要在国家税收系统进行重大改革，而大部分情况下是没

人能保证这个方案可以成功的。  



我觉得目前是让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及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有更多理解的时候

了，同时我们在中期内还需要更多的能源供应。  

在当下 90% 的人口还处在使用可持续及有效率能源的转型阶段， “纯绿能”的单一方案很

明显不可能为此提供足够的动力。 在目前还没有技术马上解决可以提供所有人的绿能方

案的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清洁取暖，清洁制冷及其他清洁液态燃料。 

能源转型是一个需要几代人财务及人力上都能持续下去的艰难社会旅程。 大部分能源界

对能源转型的成本及有谁来支付等问题保持沉默。 

现在是时候让政府及企业动员民众及社区投入到能源转型中来，这样就可以使市场价格与

社会价值重新对接。 同时还可以有助对能源用途及所需行为准测的理解。现在也是克服

所谓的“绿色” 和 “实用” 之间的两级化分歧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还想以共同的社会公正及可

持续价值观实现转型，就需要具备 “修路” 精神。 

憧憬未来: 需要更多的支持   

实现转型需要付诸实施。我们必须就寻找共同点及学习新事物上不断展开对话。转型就是

需要我们探索已实施方案的创新性奋斗过程，绝不要仅满足于莫一项技术或立法。   

世界能源理事会在在招集全球社会各界跨行业的更多人去创立 '修路' 社区。 这些社区将聚

集各自转型前沿的从业者，专家及行业领袖。  

我们会致力于帮助这些 '修路'社区以一种 ‘边干边学’或 行动学习法’的方式去加快他们能源

转型的步伐。我们赋能与人的主旨就是需要更多人参与到高质量的对话当中。 理事会最

新的 WE Talks 系列就是希望达到这种目的，也就是成为 ‘修路’ 社区的一份子去帮助开发

更多有效合作的共同点。  

我坚信我们必须在气候变化及经济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的时期加快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

作为世界上成立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开放的能源‘修路’社区 的一部分本身是一个很有挑战，

激动人心及谦卑的经历。 

我从圣彼得堡带回了更强烈的使命感及变革的决心。我们的社区已经在城市展开了 ‘行动

学习’的议题, 为此我对我们能共同迎接转型挑战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