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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合作意义的再认识：基本看法
中日两国在人口、自然条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能源结构和消费水
平、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多很大地差异
但是，两国●都是位于东亚的大国（不可能搬家的邻国），

●都进入低碳竞争时代，●都主张构建低碳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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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合作意义的再认识：面临的共同挑战

开发低碳技术
培育低碳产业确保能源安全

节能、增加非化石能源比重、
资源勘探和开发、储备、・・・

应对气候变化
节能、增加非化石能源比

重、增加碳汇、CCS

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低碳社会

2020年目标
中国：碳排放强度比05年降低

40%～45％
日本：碳排放量比90年削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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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合作意义的再认识： 低碳竞争时代的市场结构和中日两国的比较优势

高性能低性能

高

价

格

低

价

格

「高性能＋高价格」产品

供给方：日本等发达国家

需求方：

日本等发达国家

供给方：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低性能＋低价格」产品

需求方：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供给方

「高性能＋低价格」产品

需求方

以

前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市

场
结

构

以

前

的

发

达

国

家

市

场

结

构

低

碳

竞

争

时

代

市

场

结

构

●经济发展水平高，成本

负担能力强。但是，潜在

市场规模小

●有技术优势，民间主导

技术开发

●财政负债率高

●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成

本负担能力不强。但是，

潜在市场规模巨大

●技术水平有限，政府积

极推动技术开发

●财政负债率低

●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有待

完善

中国

日本

●世界规模的低碳市场正

在形成

●竞争的关键是价格性能

比优势，不是单纯的技术

优势或价格优势

●如何发挥中国的成本优

势和日本的技术优势是中

日合作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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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Low Carbon System between CHN & JPN
「日本的节能机制体制」＋「中国的低碳无碳能源开发机制体制和低碳产业培育机制体制」

⇒最优低碳机制体制 (来源：中国节能国际研讨会(中国/北京、2010/8/27）、李PPT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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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合作意义的再认识：互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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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开始构建「战略性互惠关系」

A 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资源开发、闲置设备利用、・・・

B 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的合作

●从以前的政府绿色援助到现在的民间合作，中国获益很大。感谢！！

C 管理制度，机制体制建设，人才培训等有关软实力方面的交流合作

●政府间「中日节能政策共同研究」（2007年开始）（IEEJ和ERI）
●IEEJ和CNPC的定期石油市场以及成果交流会

●研讨会、培训研修等其他方式的交流合作

★首脑互访（安倍元首相06/10访华，温总理07/4访日，福田元首相07/12访华，胡主席08/5访日，・・・），部长
级对话，・・・

⇒ 合作环境大大改善

●Win-Win逐渐成为共识（解消双方的猜疑心），合作开始深化

★定期举办《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第5届论坛（2010/10，东京）签署了44个合作项目（前4届共签76项目）

２、能源合作的现状

2007年中国温総理訪日時「日中エネルギー協力セミナー」で合意した６協力プロジェクト（2007/4、東京）
1 新日本石油株式会社

中国石油天然ガス集団公司
2 電源開発株式会社

中国電力投資集団公司
3 九州電力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中国大唐集団公司
4 国際協力銀行、（財）石炭エネルギーセンター

中国電力投資集団公司
5 （財）日本エネルギー経済研究所

中国国家発展改革委員会能源研究所
6 英国三井物産株式会社

中国海洋石油総公司
　出所：各種資料に基づき李が作成。

新日本石油株式会社と中国石油天然ガス集団公司
の長期的協力に関する覚書
中国電力投資集団公司と日本電源開発株式会社に
おける交流と協力の枠組みに関する協議書
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共同開発に関する包括協議
書
中国既設石炭火力発電所のリノベーション促進事業
に関する各書

中国海洋石油総公司と三井物産間のLNGスポット取
引に懸かる売買基本契約書

日中省エネルギー政策共同研究に関する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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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能源合作的现状：
中国在节能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日本的合作对此有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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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面临的挑战：技术合作还大有余地

★技术合作的例子：基本上是利用成熟技术和经验进行技术改造的合作项目

●日方担心：技术转让后，一旦被模仿，日方就会失去技术优势
⇒中国有必要早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中方认为：●性能确实好，但太贵 ●设备引进后的服务不周全 ●不关心引进的核心设备和国内辅助
设备的配套问题 ●在培育人才以及和现场技术人员沟通方面比较弱 ●单发・分散型的合作多，缺乏在
现地扎根立业的意欲 ●除资金援助以外，政府的支援比较少，合作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政局/内阁变动
大

⇒日方有必要展开对日本技术的意愿支付金额（Willingness to Pay)调查，、探讨符合现地需
求的技术开发问题、成本削减方法、现地生产时期、现地原材料比率等

？？「技术转让对中国有利、使日本受损」的模糊意识
⇒☆对两方都有利 ：技术合作的本质是「日本的技术⇔中国的市场」＝「互惠双赢」

＜＜不转让带来的损失＞＞ ☆欧美是竞争对手，日中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在加速缩小。日本的
技术优势能够维持多久？ ⇒ 吝惜转让将失去市场

⇒进取性思考很重要：技术转让●是国际贡献，有利于防止气候变化、 ●开拓日本的技术市场
⇒振兴日本产业，获取技术开发资金 ⇒维持日本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开发适应中国的技术引进战略（以自主化项目为依托引进海外先进技术→集中力量吸收・创新→实现国产化）的
新商业模式 （欧美的成功例）：●「转让特许权＋展开服务及软件业务」（脱硫技术） ●「定量转
让（通过大量销售回收开发成本）＋确定自主技术下限」（核电技术）

★对今后的期望：◎通过首脑外交等、推进节能环保效果大的大型领先技术的转让项目：例如整体煤炭气
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日本07/9开始试验运行，中国09/7起工、11/7开始试验运行) ◎共同开发氢燃料
电池汽车（FCV）等前沿技术、共同制定国际标准・・・

◎在构建节能・环保长效机制体制・能源储备机制体制等软实力方面的合作

◎除中央层次合作外，展开立足于地方和产业界的综合合作：转让技术，传授经验

IEEJ: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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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核电技术开发的新模式

⇒日本要想维持技术优势，有必要开发新的技术转让商业模式

• 核电建设：从06年开始由「适度」转向「积极」
★「核电大国」：10年10月，运行1080万kW，在建2773万kW。2020年目标(4000万kW)有

望在2015年前后实现，新目标为7000万kW以上

★推进技术开发，实现「核电强国」：
⇒●新技术转让模式—从美国西屋（WH）公司社引进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AP1000）
• 按照协议，AP1000知识产权归西屋公司所有，但它在中国境内发展，不受知识产权限制，若

在中、美、日这3国之外的国家使用时，中国和西屋则需采取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协议还
规定，如果中国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设计出功率超过135万千瓦的机组，那
么将拥有这个机组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出口权。

⇒●计划2017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出力135万kW以上）投入商业运行
开发

体制 

・2007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组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5 月 22 日，“国家核

电”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揭牌成立。“国家核电”近期的五大任务是：—成功引进第三代

核电 AP1000 技术；—组织建成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 4 台核电机组（浙江三门

核电站、山东海阳核电站各 2 台机组）；—实现三代核电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

通过组织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专项研发和示范堆的建设，创新并形成中国自主

品牌的三代核电技术；—走出一条“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专业化管

理、自主化建设”的三代核电产业化发展道路。 

引进

技术 
・2006 年 12 月 16 日，中美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

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 
・2007 年 7 月 24 日，国家核电与美国西屋联合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第 3 代核

电技术转让及核岛设备采购合同 
・2009 年 4 月に三門原子力発電所(125 万 kW の AP1000 炉、2 基)、9 月に海陽原

子力発電所(同上)の建設に着工、それぞれ 2013 年と 2014 年に稼働予定 

国产

化 
・2009 年 3 月，CAP1400(出力 135 万 kW 以上)的概念设计通过专家审评 
・2010 年 4 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示范电站 CAP1400 国核示范工电站现场项目管理

部揭牌成立。该示范电站由国家核电和中国华能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按计划，国核示范电站工程将于 2012 年 1 月发布开工令；

2013 年 4 月浇灌核岛筏基第一罐混凝土（FCD）；2017 年 12 月投入商业运行。 
・5 月，国家核电技术研发中心和清华大学共建的“国核能源实验室”破土动工 

出所：国家原子力発電技術公司、国家エネルギー局の資料などを基に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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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日中日韩牵头创设东亚能源环境机构（East Asia Energy ＆ Environment Agency)，
高效・全方位地推进东亚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低碳技术开发在内的能源环境合作。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突破口

★建议：日中日韩牵头创设东亚能源环境机构（East Asia Energy ＆ Environment Agency)，
高效・全方位地推进东亚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低碳技术开发在内的能源环境合作。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突破口

３、面临的挑战：展开包括气候变化谈判、能源共同安全保障的全方位合作

削减人均

碳排放量
(CO2/POP)

削减人均碳产生量
(CP/POP)

化石能源依赖度
(CP/E)

单位GDP能耗
(E/GDP)

人均GDP
(GDP/POP)

增加人均碳捕集和封

存量(CCS/POP)

增加人均碳汇量
(CSF/POP)

单位森林面积碳汇量
(CRF/FRT)

森林覆盖率
(FRT/LD)

人均国土面积
(LD/POP)

依存于CCS的技术和成本等条件。短期难以应

用，但作为技术储备，研究开发很重要

促进无碳低碳能源的利用

强化节能

经济发展可能导致碳排放

增加，但同时能增加减排

和适应能力

国土面积不变，

依存于人口

促进植树造林、（不与粮争地？）

提高碳汇率、（花粉症・・・？）

有利于

●应对气候

变化

●保障能源

安全

●防治大气

污染和酸雨

污染等

●保护水环

境

●培育低碳

产业

CO2:碳排放量、CP:碳产生量、CCS:碳捕集和封存量、CSF：森林等碳汇量、GDP:国内生产总值、POP:人口、

E:能源消费量、FRT:森林面积、LD:国土面积

(CO2/POP) ＝ {(CP/E)×(E/GDP)×(GDP/POP)} － (CCS/POP) － {（CRF/FRT)×(FRT/LD)×(LD/POP)}

资料来源：参考茅阳一方程式（Kaya Equation）等，李志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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