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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新能源合作现状及展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由

于传统能源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各国纷纷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

推广。新能源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正在采用新技术加以广泛使

用的原始能源，如风能、海洋能源等。另一部分是正在进行研究开发

新的能源。如太阳能、核中子堆核电站和聚变核电站所发的电能等。

围绕新能源合作，中日韩也尝试探索新的合作路径，以推动东北

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其中，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优势明显，且在节能和

能效提升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日本虽然拥有先进的能源技术，

但受制于资源储量和投资成本等因素，需要对外寻求合作以促进本国

发展；韩国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先进技术经验和人才储备。可以看出，

三国在新能源合作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拥有广阔合作前景。在三

国合作过程中，“新能源+绿色金融”这一模式，可以组合运用股权、

债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金融工具，助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顺利推进。



一、中日韩“新能源+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梳理

中日韩三国均为世界前十的碳排放大国，三国对能源转型与可持

续能源安全有着不断上升的共同诉求，并且均推出了强化绿色发展的

中长期国家战略，致力于提升自身新能源和绿色产业发展水平，并通

过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保障其发展，例如金融机构把ESG因素融入投

融资活动之中，对企业发展新能源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从政策上看，

三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一) 中国

在绿色金融方面，2007年以后，中国环保总局和银行监督委员会、

保险监督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等金融监督部门颁布的“新环保政

策”源源不断，先后开发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

等绿色金融商品。同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监会三部门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联合发表了《关

于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用贷款风险的意见》声明。2015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

从顶层设计高度规划建设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我国将绿色

发展理念融入G20议题，并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写入“十三五”

规划，出台了系统性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2018年9月，证监会修订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首次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目前，

中国国内ESG政策框架也在不断完善，透明度不断提升。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了

《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十四五”期间，发展清洁能源成为双碳

“1+N”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一批多

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

高到20％左右。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和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

标纲要》及《“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我国从

顶层设计到地方规划，从保障能源供给到低碳合理消费，构建起全面

发展的清洁能源政策体系。2022年3月，《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发布，利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制氢等方式进一步

解决中国可再生电力消纳问题。

(二) 日本

在绿色金融方面，日本ESG政策法规以自愿参与和遵守为主。2015

年，日本金融厅联合东京证券交易所颁布《日本公司治理守则》，将

可持续发展议题和ESG要素考量纳入董事会责任范畴，规定董事会应

主动处理这些事项并为此积极采取行动。此外，日本央行在既有经营

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可持续性规划，充分考虑气候变化来开展职

能工作。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央行计划推出再贷款措施，向为应对气

候变化、能源发展等方面做出努力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自2018年推出第五期《能源基本计划》以来，

日本持续投入研发经费至新能源开发利用中，此后的《革新环境技术

创新战略》又提高了绿色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出了39项重点绿色技

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核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储能、智能



电网等绿色技术，计划投入30万亿日元以促进绿色技术的快速发展。

12020年12月，日本颁布了《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要求通

过财政扶持、税收、金融支持等方式引导企业创新，推动绿色产业发

展。2021年，日本出台《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把发展可再生

能源视为日本国民经济成长的核心推动因素，并强调了海上风能发电

行业重要性。2022年，核电的“最大限度利用”已被列入岸田的“新

资本主义”行动计划草案。

(三) 韩国

在绿色金融方面，2019年，韩国关于绿色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再

次提出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5万亿韩元规模的资金用于

扩大绿色认证技术、环境新技术、防止大气污染、减排GHG等绿色设

备投资。计划还提出加强金融机构及企业环境相关信息的公开。目前，

随着韩国绿色金融的推动进一步加强，全新的绿色金融服务产业系统

开始建立。韩国进出口银行成功发行了亚洲第一支绿色国债；金融机

构创新发行"节能贷"等多项绿色信贷；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2600

亿韩元设立了“绿色新增长动力基金”。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2014年，韩国绿色增长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

明确了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构建可持续能源体系、建立绿色繁荣

产业生态系统、发展可持续绿色社会、加强全球绿色合作五大政策方

向， 2017年，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提出“可再生能源3020计划”，

2019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则提出建设包容性绿色国家的展望，2020年，

1 秦阿宁,孙玉玲,王燕鹏等.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绿色技术发展态势分析[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
展.2021,43(04):385-402.



韩国推出绿色新政，提出733.4万韩元的投资支持计划，主要举措包

括基础设施的绿色过渡、低碳和分布式能源以及绿色产业创新。22021

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引领低碳经济的世界四大工业强国”愿景，并

确立了清洁电能占比达到70.8％的目标。

二、中日韩“新能源+绿色金融”合作现状

虽然中日韩至今还没有建立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但已经进行了各

种双、多边合作，并提出了许多合作倡议。例如三国在亚太经合组织

框架内建立了能源部长会议机制，定期举行能源部长级会议，并举行

东北亚政府间能源合作会谈，并在保障东北亚传统能源供应安全、加

强新能源合作等方面都进行了商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 双边合作

1. 中日双边合作

中日双边合作的突出特点是城市间和企业间合作。2006年以来，

中日每年举办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围绕氢能、清洁能源、提高能

效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交流与合作平台。近年来，中日合作进一步深化，

并聚焦氢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整合技术资源，开展技术交流。如

2021年落地的中日氢能发展产业合作项目计划和2022年建成的中日

创新合作示范区先进电池及材料国际创新中心，立足国际先进产业电

池材料制造、集成应用等，推动固态电池产业链在示范区落地，满足

移动电子、电动汽车、新能源储能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

2 李文琪.中日韩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与合作前景探析[J].国际石油经济,2022,30(10):90-98.



此外，中日双方在新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都制定了相关目标，拥

有坚实的合作基础。早在1993年，中日之间就签订了《关于能源利用

与环境保护对策的合作议定书》，中日绿色援助计划积极推动两国在

新能源与节能等方面展开合作研究。

2. 中韩双边合作

韩国将氢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列为优先领域，并把生物能、太

阳热能、垃圾能、地热能、水力和潮汐能等6个新能源列为最有商业

潜力的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相关研究课题，制定了补贴、优惠贷款、

税收优惠等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韩国“新北方政策”背景下，中韩之间

的交流不断增强。2022年2月，中韩年度环境部长会议召开，双方决

定加快中韩之间的新能源政策经验和技术共享、共同研究等速度，在

新能源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同时在包括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在内的多

个国际合作舞台上紧密合作。目前中韩第三方合作区域遍及亚洲、非

洲、南美洲和北极等不同地区，随着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双方

合作已突破过去由韩方提供技术，在中国制造然后售给第三方的模式，

转为以技术为中心中韩共同研发的合作模式。

(二) 多边合作

2015年12月15日，中日韩绿色金融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成为

中日韩三国绿色金融合作的开端，并成为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的

重要合作内容。在新能源领域，2008年，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

技术合作论坛建立，并发布《加强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技合



作的共同倡议》。在2021年第22次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上，三国

以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成立十周年为契机共同签署了《中日韩环境合

作联合行动计划（2021~2025）》，确认了以“中日韩+X的生态合作

模式”，加强中日韩在气候变化、碳中和、核能安全和可持续恢复的

三方政策对话，同时推进“环境商务+三方圆桌会议”以加速向绿色

经济过渡。中日韩三国之间现在存在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

中日韩产业交流会等交流合作平台, 能源资源领域的合作也逐渐成

为会议主题。

除了官方合作，中日韩三国民间交往合作也颇为广泛。自2015

年以来由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中国国际商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中日韩产业博览会每年召开，以电力汽车、

氢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合作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第二届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民间高层论坛上，三国一致认为，在新能源与绿色经济领域，

中日韩三国有共同利益和目标，三国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尤其是亚洲内部标准化合作，包括相互认证、标准统一制

定等；推出示范项目，并从部分实施示范项目开始，示范项目成功后，

再大规模开展合作。

三、中日韩“新能源+绿色金融”合作展望

中日韩三国在新能源发展上存在各自的优势，在未来绿色竞合背

景下，三国合作拥有广泛发展前景，三国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共同推

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一) 加强绿色金融合作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讨论越来越深入，金融

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等功能对绿色发展所提供的支持日

益受到重视。中、日、韩联合推动形成更广范围的绿色金融国际共识，

实现绿色金融的理念、政策、标准和良好实践的交流共享。3推动完

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应引导各金融机构借鉴国

际标准，构建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机制，探索联合成立绿色能源投资

基金，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融资合作，为推动绿色低碳能源合作提

供助力。

(二) 巩固和创新中日韩新能源合作机制

首先，三国应加强能源主管部门对话与合作，利用好现有合作机

制，推动将新能源合作战略对话作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中日韩环境

部长会议的重要议题，加强政府间合作，构建中日韩绿色伙伴关系；

其次，加强中日韩工商界领袖和官员在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充分

发挥桥梁作用，增进互信，消除隔阂；再次，加强中日韩三国在能源

和绿色低碳能源领域的智库、大学和学术界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和韩国能源经

济研究所每年举行一次定期讨论与合作。此外，新能源产业是尚未实

现标准化的新兴产业，中日韩三国在全球新能源标准制定中处于弱势

地位，因此三国应通过共同研究，相互认证，制定统一标准，以推进

东北亚区域新能源标准化进程。最后，共同出资成立中日韩绿色基金，

3 蒋钦云.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能源合作战略思考[J].中国能源,2021,43(09):74-79+67.



通过协商解决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绿色投资，促进

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模式，调动三国银行、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民营企业的参与；从而扩大基金的可用规模。

(三) 推进中日韩青年交流与教育实践

目前中日韩合作秘书处非常看重青年合作平台的建构，建立了包

括青年大使项目、中日韩青年峰会、中日韩青年演讲比赛等合作平台，

但目前这些平台主要关注文化交流和文化体验领域，在未来需要进一

步嵌入新能源发展议题。2022年中国教育部印发了《加强碳达峰碳中

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重点包括将绿色低碳理念

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加快清洁能源、储能、氢能和碳捕集等紧缺人才

培养。我们可以利用上述青年交流平台与教育交流契机来推进高水平

碳中和人才培养的跨国合作，在师资合作、青年交流、项目培训、资

源共享中建设绿色网络认知共同体，为三国新能源发展提供可靠人才

储备。

（撰写：潘雨晨，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王涵，山东

大学东北亚学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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