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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哈萨克斯坦的绿色发展战略

张　 宁

　 　 【内容提要】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ꎮ
自 ２０１０ 年提出向绿色经济转型后ꎬ哈政府结合“２０５０ 年战略”ꎬ努力调整经

济结构ꎬ发展创新产业ꎬ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ꎬ减少环境污染ꎬ降低对油气的

依赖ꎮ 这些措施与“一带一路”提倡的绿色“丝绸之路”理念和政策非常契

合ꎬ是中哈产能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尽管当前两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总体规

模不大ꎬ环保合作内容有限ꎬ但未来可合作的领域广阔ꎬ发展前景乐观ꎮ 双

方可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ꎬ遵循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原

则ꎬ在绿色生产、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能力建设等领域开拓

新的价值链和产业链ꎮ
【关 键 词】 　 哈萨克斯坦　 绿色发展　 创新　 “２０５０ 年战略” 　 “一带

一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

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ＺＤＡ１３０)ꎮ
【作者简介】 　 张宁ꎬ西北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ꎬ中国

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ꎮ

罗马俱乐部 １９７２ 年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ꎬ全球系

统分为人口、经济、粮食、资源和生态五个子系统ꎮ 受资源所限ꎬ经济社会发

展不是无限的ꎬ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会带来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
境污染等后果ꎬ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工业生产出现瓶颈和人口增长停

滞ꎬ最终造成经济社会崩溃ꎮ 尽管该报告遭受多方质疑ꎬ尤其是有观点认为

技术进步可能会突破增长的极限ꎬ但所有质疑都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增长是

有极限的”这一观点ꎮ 同年ꎬ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正

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ꎬ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ꎬ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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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ꎮ
绿色经济被公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ꎬ甚至是唯一的途径ꎮ 不

过ꎬ当前各界对绿色经济有不同的理解ꎮ 有人认为这是新的产业经济部门ꎻ
有人认为这是一项旨在造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新技术ꎬ可以创造环保产品ꎻ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ꎮ 哈萨克斯坦认为ꎬ绿色经济是

可持续的循环经济ꎬ其核心是绿色技术ꎬ通过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来维持社会

福祉ꎬ确保最终产品重返生产周期ꎬ避免出现环境危机ꎮ 绿色经济强调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均衡发展ꎬ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可承受性ꎬ不盲目追求

经济增长ꎬ可以长期改善人类福祉ꎬ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ꎬ避免子孙后代面临

重大环境风险ꎮ 绿色经济通常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完善环境管理、增加

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有害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开发节能

产品等内容ꎮ

一　 绿色发展战略

在哈萨克斯坦ꎬ发展绿色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调整经济结构、发
展非资源领域经济和减轻对油气资源的依赖ꎮ 其意义在于:一是依赖资

源开发的单一经济结构难以承受市场波动ꎬ不利于经济稳定ꎬ只有多元

化经济才能更有效地防范风险ꎻ二是巩固国家独立与主权ꎬ增加就业人

口ꎬ减少进口依赖ꎻ三是倡导可持续发展ꎬ防患于未然ꎮ 哈首任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认为ꎬ单纯依赖油气和采掘业发展经济没有出路ꎬ大规模开发

造成资源越来越少ꎬ必须在资源枯竭之前调整经济结构ꎬ建立新的经济

基础ꎮ
不过ꎬ发展绿色经济并非易事ꎮ 在规划行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时ꎬ政府和

企业需要在就业、财政收入、投资规模、未来市场、区位布局和大国平衡等诸

多因素间进行综合平衡和考量ꎮ 例如ꎬ在国际油价高涨时期ꎬ是继续投资开

发高附加值的加工业ꎬ还是投资油气开采(获取高利润)? 发展创新产业需

要高新技术和设备ꎬ但该如何解决机器排挤人的就业问题? 在国家地广人

稀的情况下ꎬ如何更合理地安排产业布局? 在俄罗斯和中国两大邻国技术

标准和需求差异较大的情况下ꎬ怎样选择目标市场? 在国家优质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ꎬ如何在大项目招标时平衡大国关系?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

«世界经济绿色转型对哈萨克斯坦财政状况影响»报告认为ꎬ世界范围内的

绿色经济转型将造成哈萨克斯坦油气出口减少ꎬ可能使其财政收入在 ２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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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４０％ (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①ꎮ
可以说ꎬ发展绿色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ꎬ而是涉及政治与安全的大

事ꎮ 在国内ꎬ尤其是在国际油价高涨的大好形势下ꎬ如果不扩大油气产能以

增加外汇收入ꎬ利益集团和民众可能会批评政府错失良机ꎻ但如果将大部分

财政资金用于增加油气开采量ꎬ其他产业往往会因发展不足而无法弥补油气

收入下降的亏空ꎬ导致经济社会陷入危机ꎬ同样会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动荡ꎮ
另外ꎬ剩余储量丰富的油田一直都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ꎬ分配石油资源往

往成为国内各利益集团和国外大国力量的有效平衡手段ꎮ
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ꎬ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第三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

色经济、落实全球能源生态战略的主张ꎬ提倡发展清洁能源、重视环保、改革

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ꎮ 此次演讲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

济过渡的标志ꎮ 此后ꎬ哈官方于 ２０１２ 年发布“２０５０ 年战略”ꎬ２０１３ 年通过«哈
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２０３０ 年前哈萨克斯坦燃料能源综合体发

展构想»和«２０１４ ~ ２０４０ 年哈萨克斯坦水资源管理国家纲要»ꎮ
“２０５０ 年战略”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发

表的年度国情咨文«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成功国家的新政策方针»ꎬ该文件

又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的“２０５０ 年战略”ꎬ其总目标是确保哈在 ２０５０ 年前进入

世界前 ３０ 个发达国家行列ꎮ 该战略认为ꎬ哈在 ２１ 世纪应正视和解决历史变革

进程加快、地区发展不平衡、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能源安全、自然资源趋向枯

竭、第三次工业革命、文明价值观危机、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和世界不稳定

因素增加等十项重大风险挑战ꎮ 为此ꎬ哈需要大力加强创新、高新科技、农业、
基础设施、中小企业、社会领域和行政效率等七大领域的发展ꎮ “２０５０ 年战略”
要求哈萨克斯坦采用全新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ꎬ能源市场在保持碳氢化合物为

主体的同时ꎬ发展可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ꎬ积极引进太阳能和风能技术ꎬ到
２０５０ 年可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全部能耗中所占的比重大于 ５０％ꎻ需要提

高土地利用率ꎬ将土地租赁与技术和资金投入相结合ꎬ努力发展节水农业ꎬ争取

２０３０ 年前１５％的农业灌溉采用节水技术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ꎬ争取２０３０ 年前

国家经济结构以加工业为主ꎬ２０３０ 年后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ꎮ

—６１—

① ЕБРР Казахстан: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бюджета в связи с общемировой
тенденцией перехода к более зелён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ｂｒｄ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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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的目标

领域 指标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５０ 年

水资源

农业

能源

大气
污染

废弃物
处理

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

保障居民用水
满足农业用水需求

(２０４０ 年前)
永久性解决水
资源供应问题

解决流域内水
资源短缺问题

２０２５ 年前最大限度
解决流域内水资源

短缺问题

解决流域内水资
源短缺问题

—

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两倍

(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 — —

小麦单产 １ ４００ 公斤 /公顷 ２ ０００ 公斤 /公顷 —

每吨粮食灌溉耗水量 ４５０ 立方米 ３３０ 立方米 —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下降 ２５％ (２０１５ 年
下降 １０％ ) 下降 ３０％ 下降 ５０％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的比重

３％ ３０％ ５０％

发电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

维持 ２０１２ 年水平 下降 １５％ 下降 ４０％

硫化物和氮化
物排放量

— 达到欧盟标准 —

居民固体废
弃物填埋率

— １００％ —

垃圾处理率 — ９５％ —

废弃物再利用率 — ４０％ ５０％

资料来源: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３０ ма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 ５７７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Ｕ１３０００００５７７

«哈萨克斯坦向绿色经济转型构想»参照经合组织标准ꎬ力争使哈经济社

会发展达到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ꎮ 具体是:到 ２０３０ 年ꎬ可再生能源在电

力生产中的比重达到 ３０％ ꎻ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下降 ３０％ ꎻ每公顷

耕地的小麦单产达到两吨ꎬ每吨粮食的灌溉耗水量降至 ３３０ 立方米ꎻ发电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 １５％ ꎬ硫化物和氮化物的排放量达到欧盟标准ꎻ固体废

弃物填埋率达到 １００％ ꎬ垃圾处理率达到 ９５％ ꎬ废弃物再利用率达到 ４０％ ꎻ促
进各地区平衡发展ꎬ尤其是农牧业为主的经济区(合理利用水资源和土地)和
边远地区(保障电力供应和使用可再生能源)ꎮ 该构想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

施:第一阶段(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ꎬ主要任务是新建和改造基础设施ꎬ夯实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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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ꎬ并鼓励高效利用自然资源ꎻ第二阶段(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ꎬ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ꎬ大力普及可再生资源利用和节能技术ꎬ力争实现经济结构转型ꎻ第
三阶段(２０３０ ~ ２０５０ 年)ꎬ在新经济结构基础上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①ꎮ

«２０３０ 年前哈萨克斯坦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展构想»在总结能源工业成果

的基础上ꎬ对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和电力等五大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规

划ꎬ以维护哈能源生产自给自足ꎬ保持其独立性ꎮ 该构想认为ꎬ在当前能源发

展主要依赖化石能源的情况下ꎬ哈需要扩大能源勘探开发ꎬ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ꎬ鼓励节能ꎬ发展新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伴生气加工、交通用气改

造、煤化工等)ꎬ加强国际合作ꎮ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

的比重达到 ３０％ ꎬ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５０％ ꎻ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２０１５ 年

下降 １０％ ꎬ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２５％ ꎬ２０３０ 年下降 ３０％ ②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４０ 年哈萨克斯坦水资源管理国家纲要»认为哈萨克斯坦水资源

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财政对节水措施投入不足ꎬ大部分预算都关注水利基

础设施ꎻ用水效率低ꎬ单位 ＧＤＰ 用水量高ꎬ公民节水意识不强ꎻ居民安全用水问

题较严重ꎬ饮用水基础设施不足ꎬ全国只有 ２ / ３ 的居民使用自来水ꎻ水利基础设

施、水文监测体系、灌溉体系、供排水体系、水净化和循环利用体系设备老化严

重ꎻ缺乏检验和评估水资源管理效果的指标体系和法律法规ꎻ水资源信息透明

度不够ꎬ公众难以全面了解国家水资源情况ꎻ缺乏应对与水有关的自然灾害的

措施ꎬ如春季融雪、旱涝灾害、河流改道、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水侵蚀等ꎮ 该纲

要确定的水资源管理指标(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主要有:单位 ＧＤＰ 用水量 ２０２０ 年

下降 ３３％ꎻ地表水资源量 ２０２０ 年增加 ６ 亿立方米ꎻ城市和农村的集中供水覆盖

率到 ２０２０ 年分别达到 １００％和 ８０％ꎻ排水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 １００％和 ２０％以

上ꎻ确保生态平衡用水需求 ３９０ 亿立方米ꎻ降低灌渠和灌溉设施的在途水损失ꎻ
灌溉节水技术覆盖率在部分灌区不低于 ５０％ꎬ在工业企业不低于 ２０％ꎻ工业循

环水设备覆盖率不低于 ３０％ꎻ居民家庭安装水表覆盖率达到 ９５％ꎻ城市供水系

统水损失率不高于 １５％ꎮ
为落实绿色经济战略和实现绿色经济目标ꎬ哈萨克斯坦政府关注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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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３０ ма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 ５７７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Ｕ１３０００００５７７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２８ июня ２０１４ года №
７２４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топливно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до ２０３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Ｐ１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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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领域:可再生能源ꎻ住房和公共设施的能源利用效率ꎬ发展保温设备和设

施ꎬ提高热利用率ꎻ农业中的有机农业ꎬ增加有机肥使用量ꎬ减少合成化肥和

农药使用量ꎬ提高土壤肥力、水资源利用率和牲畜出栏率ꎬ发展农业机械化ꎻ
加强废弃物管理ꎬ扩大垃圾填埋场规模ꎬ提高垃圾综合处理水平ꎻ改善水管理

系统ꎬ节约用水ꎬ合理利用水资源ꎻ发展清洁运输ꎬ提高成品油标号ꎬ减少尾气

排放ꎻ保护生态系统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哈萨克斯坦确定了相关的十个重点

行业ꎬ即农业、渔业、林业、住房和公共服务业、能源、加工业、旅游业、运输业、
废弃物处理、水利ꎮ

另外ꎬ哈萨克斯坦修改和补充了涉及土地、水资源、环境保护、企业经营、税
收、行政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ꎬ建立了专门的绿色商业学院ꎬ目的是制定自然资

源保护领域的政策和行动计划ꎬ为国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ꎻ制定了«“绿色之

桥”伙伴计划»ꎬ旨在发展国家间、国家与地区间、国家与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ꎻ加入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ＩＲＥＮＡ)ꎬ学习国际先进经验ꎬ发展创新技术ꎬ促
进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和利用ꎻ还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成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

金(ＫＡＺＳＥＦＦ)ꎬ向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提供融资ꎬ年平均贷款利率为１２％ ~１６％ꎮ
向绿色经济过渡是哈萨克斯坦经济转型的措施之一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

过去的经济生产和增长方式ꎬ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升级ꎮ 因此ꎬ
发展绿色经济的前提同样是保持 ＧＤＰ 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和降低环境威胁ꎮ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特别关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ꎬ

始终思考在此大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创新发展问题ꎮ ２０１３ 年ꎬ纳扎尔巴耶夫

出席“欧亚发展中市场论坛”时指出:“我们应当调整当前的工业化优先方

向ꎬ放弃‘夕阳产业’ꎮ 为落实加速工业创新政策ꎬ我们要限制优先部门的数

量ꎬ否则就会导致资源使用分散ꎬ不见具体成效ꎮ 为了国家将来具有竞争力ꎬ
我们现在就要在高技术生产领域实现专业化ꎮ 因此ꎬ必须加强诸如清洁能

源、机器人、纳米技术、农业基因工程和航空航天工业等一些存在技术空白的

生产领域的研究能力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要建立高技术服务部门ꎬ首先是提

供地质勘探和工程技术服务、信息传媒服务以及反应堆和核电站生产与维护

等领域的综合服务部门ꎮ”①

—９１—

① Доклад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форуме разви －
вающихся рынков Вхожд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３０ － ку наиболее развит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ира
１０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ａｋｏｒｄａ ｕｚ / ｒｕ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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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可再生资源

哈萨克斯坦境内可再生能源较丰富:小水电蕴藏量年均 ９６０ 亿千瓦时(装
机容量小于 ３０ 兆瓦机组发电)ꎬ其中 １００ 亿千瓦时具有经济可开发价值ꎮ 每年

可利用太阳能的时间约有 ２ ２００ ~ ３ ０００ 小时ꎬ年均每平方米可产生 １ ３００ ~
１ ８００千瓦时能量ꎮ 地热资源约有 ４ 万亿吨燃料当量ꎬ每年不依靠泵站可生产

电力 ５２０ 兆瓦ꎬ依靠泵站可生产电力 ４ ３００ 兆瓦ꎮ 地热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 ５
个州(约占全国资源总量的 ８６％)ꎬ其中:曼吉斯套州占 ３６％ꎬ西哈萨克斯坦州

占 １９％ꎬ阿克纠宾州占１３％ꎬ阿特劳州占１１％ꎬ克孜勒奥尔达州占７％ꎮ 全国年

均风力潜能为 １ ８２ 万亿千瓦时ꎬ约一半以上的国土年均风速为每秒 ４ ~ ５ 米ꎬ
约 ５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年均风速高于每秒 ７ 米ꎮ 沿里海地区、中部和北部地区

风速较高ꎬ风力发电前景广阔ꎮ 据勘测ꎬ准噶尔大门、科尔泰山口、曼吉斯套山

脊、里海和巴尔喀什湖沿岸等地的平均风速达到每秒 ５ ~９ 米ꎬ是建设风力发电

站的理想地区ꎮ

表 ２ 哈萨克斯坦小水电开发潜力

地区
总装机容量

(兆瓦)
年均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东哈萨克斯坦州 ３４９ ３ １７ ４６５

阿拉木图州 １ ７６２ ３ ８６ ９４３

南哈萨克斯坦州 ４２０ ９ １８ ３０７

江布尔州 １７４ ６ ７ １０９

资料来源:К Дукенбаев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ая энергия: основыꎬ потенциалꎬ технологияꎬ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ипография "Ｓｉｇｎｅｔ Ｐｒｉｎｔ" Алматы ２０１４ С １８５

表 ３ 哈萨克斯坦各地太阳能潜力 (单位:兆焦 /平方米)

月份
舍甫琴科(沿里海) 咸海 阿拉木图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１ 月 １５７ １９０ １９８ ３０７ １７８ ２３４

２ 月 ２３０ ２４９ ３０７ ３９６ ２３４ ２２６

３ 月 ３８７ ３５３ ４７３ ４８５ ３６３ ２７２

４ 月 ５５１ ４９２ ６１６ ６１１ ４９１ ４００

５ 月 ７２４ ６５４ ８２０ ８６３ ６５６ ５３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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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月份
舍甫琴科(沿里海) 咸海 阿拉木图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水平表面 垂直表面

６ 月 ７４９ ７２９ ８５０ ８９０ ７１６ ６８０

７ 月 ７５２ ７３７ ８３０ ８９５ ７５８ ７３３

８ 月 ６７５ ７０５ ７３６ ８８１ ６６８ ６８６

９ 月 ５１２ ５７８ ５５８ ７６０ ５０６ ５６０

１０ 月 ３２８ ３９５ ３４３ ５１０ ３２８ ３９６

１１ 月 １７９ ２３２ １８８ ３０９ １８６ ２５１

１２ 月 １２４ １３７ １３９ ２３８ １３４ １７５

全年 ５ ３６８ ５ ４５１ ６ ０８５ ７ １４５ ５ ２１８ ５ １４５

资 料 来 源: ТОО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  Солнеч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Прямое солнечное
излучение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ьꎬ перпендикулярную к излучению Солнечное излучение на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ую поверхност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ｒｔｎｅｒ ｋｚ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 ３０＆Ｉｔｅｍｉｄ ＝
３７＆ｌａｎｇ ＝ ｒｕ＆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表 ４ 哈萨克斯坦适合建设风电站的地点

序号 电站名称 地址
海拔 ５０ 米处
风速(米 /秒)

装机容量
(兆瓦)

１ 准噶尔大门(Джунгарские ворота) 阿拉木图州 ９ ７ ５０

２ 舍列克走廊(Шелекский коридор) 阿拉木图州 ７ ７ １００

３ 科尔泰山口(Кордай) 江布尔州 ６ １ １０ ~ ２０

４ 茹济姆德克 －恰扬(Жузымдык －Чаян) 南哈萨克斯坦州 ６ ７ １０ ~ ２０

５ 阿斯塔纳(Астана) 努尔苏丹市 ６ ８ ２０

６ 叶列门套(Ерейментау) 阿克莫拉州 ７ ３ ５０

７ 卡尔卡拉林斯克(Каркаралинск) 卡拉干达州 ６ １ １０ ~ ２０

８ 阿尔卡雷克(Аркалык) 科斯塔奈州 ６ ２ １０ ~ ２０

９ 阿特劳(Атырау) 阿特劳州 ６ ８ １００

１０ 福尔特 －舍甫琴科(Форт －Шевченко) 曼吉斯套州 ７ ５ ５０

资料来源: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К № １１２９ от ２９ １０ ２０１０ г " Программа
по развитию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ки в РК н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годы"  Приложение ２ к Программе
Перечень исследованных площадок дл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ЭС (По данным метеоиссле －
дований ПРООН)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Ｐ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９

从官方文件可知ꎬ哈萨克斯坦希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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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为能源枯竭做事前准备ꎮ 根据«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数

据①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３００ 亿桶(约合 ３９ 亿

吨)ꎬ２０１８ 年开采量为 ９ １２０ 万吨ꎬ消费量为 １ ８６０ 万吨ꎻ天然气储量约为 １ 万

亿立方米ꎬ２０１８ 年开采量为 ２４４ 亿立方米ꎬ消费量为 １９４ 亿立方米ꎻ煤炭储量

为 ２５６ 亿吨ꎬ２０１８ 年生产 ０ ５１ 亿吨油当量(约合 ０ ７３ 亿吨)ꎬ消费量为 ０ ４１
亿吨油当量(约合 ０ ５８ 亿吨)ꎮ 这意味着ꎬ依照现有勘探储量和开采水平(储
采比)ꎬ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可开采 ４０ 年ꎬ天然气可开采 ５０ 年ꎬ煤炭可开

采 ３６０ 年ꎮ

表 ５ 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消耗统计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最终燃料和能源消费量(万吨油当量) ３ ６５９ ９ ３ ８４１ ６ ４ ２６０ １ ４ ６６５ ９ ４ １１２ ８

　 农业 ８９ ６ ７３ ０ ９３ ４ ９４ １ １６４ ２

　 工业 １ ６４７ ４ １ ９１４ １ ２ ０７６ ２ ２ ０９３ ３ １ ８１０ ８

　 交通运输 ４８８ ３ ５３４ ９ ６６０ ４ ６５９ ７ ６０１ １

　 服务业 ３７９ ８ ４３１ ０ ４５９ ３ ４１９ ９ ８６９ ０

一次燃料和能源消费量(万吨油当量) ７ ６６６ ７ ７ ８０９ １ ７ ９２４ ９ ８ ２３１ １ ８ １４９ ４

　 石油 １ ８７４ ８ １ ８０５ ９ ２ ０５９ ５ ２ ２４６ ９ ２ ２１５ ６

　 煤炭 ３ ７０３ ５ ３ ４２３ ９ ３ ５６５ ３ ３ ８７６ ６ ３ ４６５ ４

　 天然气 ２ ５９５ ２ ２ ７４５ ０ ２ ５５９ ６ ２ ４６６ ２ ２ ８０５ ９

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为基础的单位 ＧＤＰ
能耗(吨油当量 /万美元)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１

以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为基础的单位 ＧＤＰ
能耗(吨油当量 /万美元) ０ １５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０

资料来源: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опливно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балан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Динамика энергоёмкости ВВ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гг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第二ꎬ改善能源供应结构ꎬ改变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应格局ꎬ满足电

力和热力需求ꎮ 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广大且纬度较高ꎬ冬季漫长寒冷ꎬ人口

和经济区比较分散ꎬ能源在传送途中损耗大ꎬ加上工业以高耗能的采掘业和

冶金业为主ꎬ很多行业的生产设备较落后、能耗大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评

—２２—

①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ｚｈ＿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ＳＲｂｏｏｋ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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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ꎬ２０１３ ~２０３０ 年哈电力消费年增长率为 ２ ３％ ~ ２ ６％ ꎬ２０３０ ~ 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１ ２％ ~１ ３％ 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电力消费达到 １ ３６０ 亿千瓦时(２０１８ 年为 １ ０７３
亿千瓦时)ꎬ２０５０ 年达到 １ ７２０ 亿千瓦时ꎮ 为满足未来国内的电力和热力需

求ꎬ哈需要在 ２０３０ 年前改造或新建装机容量 １ １００ 万 ~ １ ２００ 万千瓦(相当于

２０１２ 年装机容量的 ６０％ )ꎬ２０５０ 年前新增装机容量 ３ ２００ 万 ~ ３ ６００ 万千瓦

(不含可再生能源)ꎮ
为满足未来电力和热力需求ꎬ哈萨克斯坦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ꎮ
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ꎬ加强节能ꎬ改造现有电力设备和设施ꎬ延长现有

电站使用寿命ꎬ增加环保设备数量ꎬ降低煤炭污染ꎮ 哈能源部门节能潜力大约

有 １ ７３６ 万吨油气当量(相当于年均一次能源消耗量的 １ / ４)ꎬ其中约 １ ２００ 万

吨油气当量(相当于年均一次能源消耗量的 １ / ５)具有经济可行性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ꎬ哈每 １ 万美元 ＧＤＰ(以 ２０１０ 年价格为基础)的能源消耗量从 ４９ 公斤

降至 ４１ 公斤ꎮ 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要求ꎬ哈希望在 ２０３０ 年前燃煤电站的发

电规模大体维持 ２０１２ 年水平ꎬ即 ６００ 亿 ~ ７５０ 亿千瓦时(每年消耗煤炭 ４ ０００
万 ~ ５ ０００ 万吨)ꎬ在对部分燃煤电站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同时(涉及约 ８３０
万千瓦装机容量)ꎬ对部分燃煤电站进行天然气化改造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发电用

天然气达 １００ 亿立方米ꎮ
二是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ꎬ力争 ２０５０ 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比

重达到 ３０％ ~ ５０％ 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哈可再生能源项目总投资达 ４ ０６０
亿坚戈(约合 １０ ４ 亿美元)ꎮ 境内共有可再生能源项目 ８７ 个(其中风电站

２２ 座、光伏电站 ２７ 座、水电站 ３５ 座、生物质电站 ３ 座)ꎬ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

部(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东哈萨克斯坦州等)ꎬ西部基本没有ꎮ 总装机容量

为 １ ０４２ 兆瓦ꎬ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超过 ３ ０００ 兆瓦①ꎮ
在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同时ꎬ哈萨克斯坦努力发展与可再生能源配套

的加工业ꎬ生产热力和光电元件、各种小型锅炉机组、新材料、新型水轮发电机

等ꎮ 例如ꎬ为配合太阳能利用ꎬ哈政府 ２０１０ 年启动“哈萨克 ＰＶ”计划(ＫａｚＰＶ)ꎬ
由哈萨克硅晶公司(Ｋａｚ Ｓｉｌｉｃｏｎ)在阿拉木图州的乌什托别开采硅矿ꎬ运到乌

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ꎬ由太阳硅晶板公司(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Ｓｏｌａｒ Ｓｉｌｉｃｏｎ)加工成硅

—３２—

① По итогам ２０１９ год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будут действовать ８７ объектов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Минэнерго ２９ октября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ｋｚ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ｐｏ － ｉｔｏｇａｍ － ２０１９ － ｇｏｄａ － ｖ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ｅ － ｂｕｄｕｔ － ｄｅｙｓｔｖｏｖａｔ － ８７ － ｏｂｅｋｔｏｖ － ｖｏｚｏｂｎｏｖｌｙａｅ￣
ｍｙｈ － ｉｓｔｏｃｈｎｉｋｏｖ － ｅｎｅｒｇｉｉ － ｍｉｎｅｎｅｒ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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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ꎬ再运到阿斯塔纳(努尔苏丹)ꎬ由阿斯塔纳太阳能公司(Ａｓｔａｎａ Ｓｏｌａｒ)加
工成太阳能电池模块ꎬ年产能为 ５０ 兆瓦(２１ ７ 万张太阳能板)ꎬ未来可扩容

到 １００ 兆瓦ꎮ

表 ６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统计 (单位:亿千瓦时)

地区 电力生产 可再生能源 水电 风电
太阳能
发电

可再生能源
占比(％ )

全国 １ ０７３ ６３ １１０ ００ １０３ ９５ ４ ６０ １ ４１ １０ ２

阿克莫拉州 １０ １３ １ ５９ — １ ５９ — １５ ７

阿克托别州 ４１ ２６ — — — — —

阿拉木图州 ４０ ０９ ２６ ０１ ２５ ７０ ０ ２８ ０ ０３ ６４ ９

阿特劳州 ５９ ５５ — — — — —

东哈萨克斯坦州 ９６ ５１ ７１ ７４ ７１ ７４ — — ７４ ３

江布尔州 ２４ ０７ ４ ５８ ０ ６１ ２ ６９ １ ２８ １９ ０

西哈萨克斯坦州 ２０ ６９ — — — — —

卡拉干达州 １４１ １７ ０ ０６ ０ ０４ — — —

科斯塔奈州 ８ ９３ — — — — —

克孜勒奥尔达州 １６ １２ ０ ０２ — — ０ ０２ ０ １

曼吉斯套州 ５１ ８０ ０ ０３ — — ０ ０３ —

巴甫洛达尔州 ４５６ ２７ — — — — —

北哈萨克斯坦州 ３２ ３３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０５ — ０ ７

图尔克斯坦州 ３ ９４ ３ ７７ ３ ７３ — ０ ０４ ９５ ７

阿拉木图市 ３２ ６４ １ ９５ １ ９５ — — ６ ０

努尔苏丹市 ３３ ５２ — — — — ０ ０

希姆肯特市 ４ ６１ ０ ０４ ０ ０１ — ０ ０２ １ ０

资 料 来 源: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опливно －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балан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三　 保护生态环境

根据耶鲁大学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ꎬ哈萨克斯坦的生态环境

和环保政策实施效果一般ꎬ环境绩效指数在全球 １７９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１０１ 位ꎮ 其中环境活力得分 ４６ ４６(排名第 １２６ 位)ꎬ生物多样性得分 ３０ ７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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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１６２ 位)ꎮ 与此同时ꎬ空气、水、土壤等世界排名居中游ꎬ总体上没有

严重问题ꎮ

表 ７ ２０１８ 年哈萨克斯坦环境绩效指数

指标 当前排名 当前得分 基线排名 基线得分

环境绩效指数 １０１ ５４ ５６ ７１ ５６ ３８

环境卫生 ７９ ６６ ７０ ８７ ６０ ９３

空气质量 ９０ ６８ ４１ ９６ ６５ ８１

家用固体燃料 ９６ ３３ ２５ １０３ ２０ ０５

ＰＭ２ ５ 排放 ９５ ９３ ５８ ９６ ９９ ５４

ＰＭ２ ５ 超标 ９４ ９０ １１ ９５ ９３ ０８

水质和卫生 ５６ ６２ ８９ ８０ ５１ ４９

饮用水 ４０ ６６ ６６ ６９ ５４ ６２

卫生 ６９ ５９ １２ ８６ ４８ ３６

重金属 ５０ ６７ ５０ ５８ ５４ ２５

铅 ５０ ６７ ５０ ５８ ５４ ２５

环境活力 １２６ ４６ ４６ ７３ ５３ ３５

生物多样性 １６２ ３０ ７３ １６０ ２６ ９２

生物群落保护 １５９ １９ ２０ １５０ １４ ６５

物种保护 １４３ ２８ ３３ １４４ ２２ ４３

物种栖息地 １４ ９７ １２ １８ ９８ ９４

资料来源:ＹａｌｅꎬＥＰＩ ２０１８ꎬ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ｉ ｅｎｖｉｒｏｃｅｎｔｅｒ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ｅｐｉ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ＫＡＺ

据哈政府测算(根据 ２０１２ 年经济水平)ꎬ由于不能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水
资源利用、能源浪费、土地利用、废弃物处理等)ꎬ哈每年遭受经济损失约为

４０ 亿 ~ ８０ 亿美元ꎬ到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１４０ 亿美元ꎮ 如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ꎬ
则每年可节约开支 ３０ 亿 ~ ４０ 亿美元ꎬ如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业单

产)ꎬ每年可创造 １５ 亿 ~ ４０ 亿美元产值①ꎮ
哈萨克斯坦水资源短缺趋势逐年上升ꎮ 根据哈政府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水

—５２—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３０ ма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 ５７７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Ｕ１３０００００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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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报告»ꎬ因上游国家用水量增加ꎬ哈境内每年的地表水总量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约 １ ２００ 亿立方米减至 ２１ 世纪初期约 １ ０００ 亿立方米ꎬ其中 ４４％的水资

源在境内产生ꎬ其余 ５６％由境外流入ꎮ 哈全国每年消耗水资源约 ４３０ 亿立方

米ꎬ其中经济活动(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需求量约为每年 ２００ 亿 ~ ２５０ 亿

立方米ꎮ
哈萨克斯坦用水量较大的行业有农业、电力和热力生产、冶金、油气等ꎮ

工业用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废水回收设备ꎬ不仅浪费严重ꎬ而且废水直接排

放造成水体污染ꎮ 农业耗水量大的主要原因是灌溉方式落后ꎬ仍以大水漫灌

为主ꎬ缺乏节水措施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公布的官方数据ꎬ参照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发展速度与用水规模ꎬ加上气候变化因素ꎬ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哈境内每年地表径

流量将减少１１４ 亿立方米(境外流入的水量从４４７ 亿立方米减至３２６ 亿立方米ꎬ包
括从中国每年流入的水量减少 ７７ 亿立方米)ꎬ每年消费水资源 ２５０ 亿立方米(全
年水需求量为 ２９７ 亿立方米ꎬ其中农业用水２１１ 亿立方米ꎬ工业用水７１ 亿立方米ꎬ
居民生活用水 １５ 亿立方米)ꎮ 届时ꎬ全国水资源仅能满足一半的消费需求ꎬ即每

年缺水 １２２ 亿立方米①ꎮ
哈萨克斯坦水污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生产和生活废水直接排入

河流湖泊ꎬ包括采矿业、加工业、建筑业、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污水排放ꎮ 例

如ꎬ东哈萨克斯坦州每年向河中倾倒两亿立方米左右废水ꎬ导致河水中的铁、
铜、锰等重金属含量超标 １ ７ 倍ꎮ 二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对地下水造成污染ꎬ
包括各种沉沙池、固体和液体废料存放场所、石油产品的贮藏罐、滥用农用化

学品等ꎬ这些因素造成对水源地的污染ꎮ 如塞米巴拉金斯克机场的地下油料

库中约 ６ ５ 吨航空煤油曾对约 １５ 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造成污染ꎮ 再如ꎬ哈铀矿

矿层中碳酸盐含量比较高ꎬ开采时需要借助大量硫酸(每提取 １ 公斤铀金属约

需要消耗 ８０ 公斤硫酸)ꎬ但大量使用硫酸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的风险颇大ꎮ 三是

河水从境外流入哈萨克斯坦时对边境地区造成污染ꎮ 例如ꎬ位于楚河上游的吉

尔吉斯斯坦工业企业排污入河后ꎬ污染物随河水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②ꎮ
哈国土面积共计 ２ ７２ 亿公顷ꎮ 土地资源面临的危害包括土地沙化、盐

碱化和肥力下降ꎮ

—６２—

①
②

张宁:«哈萨克斯坦跨界水资源合作基本立场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К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Астана ２０１９ С ５６ －
９４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ｇｏｓｆｏｎｄ ｋｚ / ｋｚ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１ / ２１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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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沙化主要是受风和水的侵蚀ꎬ其中风力影响最大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遭风力侵蚀的土地约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１１％ (约２ ４００万公顷)ꎬ遭水力

侵蚀的土地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２％ (约 ５００ 万公顷)①ꎮ 另外ꎬ２０ 世纪中叶

苏联大面积开发黑土地(大垦荒)也是造成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由于

新增耕地大部分位于年降水量不足 ３００ 毫米的干旱地区ꎬ加上不合理利用水

资源ꎬ土地沙化现象随之出现ꎮ
土地盐碱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地质条件和农业灌溉ꎮ 哈萨克斯坦历史

上曾是一片海洋ꎬ因地壳隆起成为陆地ꎬ土壤含盐度较高ꎬ雪山融水以及荒漠

地区夏季高温蒸发均留下不少盐分ꎮ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２ 年数据ꎬ哈全

国盐碱化的土地约为 １ １１ 亿公顷ꎬ其中自然地质条件是主因ꎬ因灌溉导致的

盐碱化土地面积约为 ４０ ４３ 万公顷ꎬ占盐碱化土地总面积的 ０ ００３％ ꎬ占灌溉

总面积(２０６ ５９ 万公顷)的１ / ５ꎮ盐碱化土地相对集中在南部和中部ꎬ尤其是

咸海附近的克孜勒奥尔达州ꎮ
土壤肥力下降主要由于不合理的水土利用和植被减少ꎮ 据哈农业化学

服务中心 ２００９ 年数据ꎬ哈境内约 ２ ６６０ 万公顷耕地肥力严重下降ꎬ９８％ 的灌

溉地和 ６３％的非灌溉地腐殖质已经大幅减少ꎬ森林地区的腐殖质平均厚度由

０ ５２ 米降到 ０ ４７ 米ꎮ 肥力下降不仅影响作物产量ꎬ也迫使农业生产大量使

用化肥ꎬ这进一步改变了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和金属元素结构与含量ꎬ如碱性

土壤中的硼、氟、铅等元素含量较高②ꎮ
哈萨克斯坦«红皮书»公布的植物保护名录包括 ４０４ 种植物ꎬ其中含 ３３

种极度濒危物种、２５ 种濒危物种、２１ 种脆弱物种ꎬ涉及 ２２ 种森林、１１ 种山谷、
６ 种山区、２７ 种荒漠和 １１ 种草场生态系统ꎮ «红皮书»中的动物保护名录包

括 ４０ 种哺乳动物、５７ 种鸟类、１８ 种鱼、１０ 种爬行动物、３ 种两栖动物ꎮ 处于

最具灭绝危险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包括:印度豹、欧水貂、白鹳、粉鹈鹕、猎鹰、
游隼等ꎮ 因内陆气候干燥ꎬ哈境内森林面积为 １ ２９０ 万公顷ꎬ森林覆盖率仅为

４ ７％ ꎮ 对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工农业生产ꎻ
过度放牧使自然景观退化和自然栖息地面积缩减ꎻ水土资源管理和利用不善

导致土地沙化和盐碱化ꎻ重金属污染ꎻ森林开发(尤其是大规模泰加林)和狩

—７２—

①

②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К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Астана ２０１９ С ４６ － ５６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２４ января ２００５ года №
４９ " Программа по борьбе с опустыниванием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н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годы"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Ｐ０５０００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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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主要是哺乳动物)等ꎮ 另外ꎬ哈境内森林资源稀少ꎬ木材产量无法满足国

内需要且价格较高ꎬ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大量进口木材ꎮ 国内存在以牟取暴利

为目的的盗伐林木现象ꎮ 哈境内的雪豹、鹰隼等动物也广受国际社会喜爱ꎬ
成为不法分子的偷猎对象ꎮ

哈萨克斯坦的大气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污染两个

方面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哈温室气体年均排放量约为 ３ ２９８ 亿吨ꎬ人均 １８ 吨ꎬ
每 １ 万美元 ＧＤＰ 平均排放 ８００ 公斤二氧化碳ꎮ 从排放源看ꎬ能源始终是最主

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ꎬ年均排放 ２ ６ 亿吨ꎬ约占排放总量的 ８２％ ꎬ主要是电力

和热力生产燃烧各种燃料以及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气体(甲烷等)ꎻ
工业年均排放量为 ３ ０００ 万吨ꎬ主要来自冶金、矿产加工和化工三个行业ꎻ农
业年均排放量为 ２ ０００ 万吨ꎻ废物残渣年均排放量为 ５００ 亿吨ꎬ主要是固体废

弃物和污水ꎮ 哈空气污染以气态污染物为主ꎬ约占排放总量的 ４ / ５ꎬ其中每年

排放含硫物 ７１ 万 ~ ７９ 万吨(占大气污染物的 １ / ３)ꎬ排放一氧化碳 ４５ 万 ~ ４９
万吨(约占 １ / ５)ꎬ排放氮氧化物 ２５ 万吨(约占 １ / １０)ꎮ 从污染物来源看ꎬ主要

是交通工具尾气排放、工厂排污排气、居民区建筑密度大导致空气流通不畅

等ꎮ 大气环境受各地的主导经济产业影响较大ꎮ 例如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阿拉

木图和阿斯塔纳地区的污染源主要是电力生产、汽车尾气等(污染指数为 ６ ~
１１ ９)ꎻ阿克套、阿特劳、巴甫洛达尔等地主要是化工和石化(污染指数为 ３ ~
６)ꎻ阿克托别主要是黑色冶金和化工(污染指数为 ３ ３ ~ ６)ꎻ热兹卡兹甘主要

是有色金属冶炼(污染指数为 ６ ５ ~ ８)ꎻ卡拉干达主要是电力生产、煤炭和汽

车尾气(污染指数为 ７ ~９ ６)ꎻ铁米尔套主要是钢铁行业(污染指数为６ ~８ １)ꎻ
奇姆肯特主要是冶金、电力和石化等(污染指数为 ７ １ ~ １０)ꎻ埃基巴斯图兹

主要是煤炭开采和电力生产(污染指数为 １ ８ ~ ４)①ꎮ
哈萨克斯坦每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量与经济生活水平密切相关ꎮ ２０１３

年哈萨克斯坦的固体废弃物为 ３ ８ 亿吨ꎬ此后遭遇国际油价大跌ꎬ哈经济规

模和居民收入水平随之下降ꎬ到 ２０１８ 年固体废弃物降到 １ ４９ 亿吨ꎮ 从地区

分布看ꎬ采掘业、冶金和建材工业较发达的科斯塔奈州(铁、铝、石英、建材

等)、巴甫洛达尔州(有色冶金和机械制造)、卡拉干达州(煤炭和黑色冶金)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最多ꎬ约占全国总量的 ４ / ５ꎮ 克孜勒奥尔达州、阿特劳州、

—８２—

①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К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ｇｏｓｆｏｎｄ ｋｚ /
ｋｚ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１ / ２１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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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吉斯套州、南哈萨克斯坦州和西哈萨克斯坦州等农业区和油气产地的固体

废弃物产量相对较少ꎮ 哈全国每年仅有 １ / ５ 的固体废弃物得到处理(回收、
中和、填埋等)ꎬ主要是通过回收再利用方式ꎬ被填埋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ꎮ
随着国家开发建设若干垃圾填埋厂ꎬ得到填埋处理的垃圾量从 ２０１６ 年起逐

渐增加ꎬ但也仅有十几万吨规模ꎮ 从垃圾来源看ꎬ采掘业是哈最大的固体废

弃物来源ꎬ其产生的尾矿垃圾约占固体废弃物总量的 ６０％ ~８０％ ꎮ
为加强国内环境保护ꎬ应对可能出现的缺水、气候变化、固体废弃物排放

污染、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问题ꎬ哈萨克斯坦多次调整环保管理体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机构调整后ꎬ原先的环境和水利部被撤销ꎬ其水资源、渔业、森林

和狩猎事务划归农业部管理ꎬ其余职能划归能源部下设的生态调节和监督委

员会①ꎮ 环保主管机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能源和农业是哈环境问题比较

严重的领域ꎮ 将环保部门归口到能源部系统ꎬ主要目的就是督促能源部率先做

好相关预案和治理措施ꎬ尽可能从源头上减轻污染ꎬ同时通过标准、规则、政策、
法律等一系列措施规范各行业生产经营秩序ꎬ最高效地实现环保治理ꎮ

四　 绿色发展与“一带一路”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中哈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主要有:中信建设

公司承建(中国政府援建项目)１ 兆瓦太阳能电站(位于阿拉木图市的阿拉套

创新技术园区)和 ５ 兆瓦风能电站(位于阿拉木图州的马萨克农业区)ꎻ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下属的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巴丹莎 １００ 兆瓦风电项

目(位于江布尔州萨雷苏区札纳塔斯市)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谢列

克 ６０ 兆瓦风电项目(位于阿拉木图州卡普恰盖区)ꎻ光伏板制造商东方日升

公司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支持下建设并运营 ４０ 兆瓦(卡拉干达州阿

克托盖区古里沙特)和 ５０ 兆瓦(图尔克斯坦州丘拉克库尔干)两个光伏电站

项目等ꎮ 另外ꎬ中国的节能设备和产品已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ꎬ中哈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位于阿拉木图州图尔根农场)已结出硕果ꎬ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与哈萨克斯坦原子能公司合资建设核燃料组件厂也在顺利进行ꎮ
总体上ꎬ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新能源市场所占份额不高ꎬ绿色项目的规

—９２—

① Положение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Комитет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 / / ｃｅｒｃ ｅｎｅｒｇｏ ｇｏｖ ｋｚ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 ３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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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市场占有率逊于欧洲和俄罗斯企业ꎮ 主要原因有:一是签证制度ꎮ 哈对华

签证(尤其是劳务签证)要求较严苛ꎬ且劳务配额逐年减少ꎬ使得中国企业项目

施工难度加大ꎮ 二是融资难ꎮ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哈政府建立了可再生能源

发展基金ꎬ为项目提供本币融资ꎬ使得西方企业相对容易获得支持ꎮ 三是市场

风险ꎮ 哈境内电站收入主要来自入网后收取的本币坚戈ꎬ但坚戈近年总体呈贬

值态势ꎬ企业投入回收难度加大ꎮ 四是政治因素ꎮ 随着哈国家天然气化工程稳

步实施和萨雷阿尔卡天然气管道(将西部天然气输往中部和东部)２０１９ 年竣工

投产ꎬ哈对可再生能源的总体需求下降ꎬ新能源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展示政

府国际形象的样板工程ꎬ因此ꎬ在选择中标企业时ꎬ往往更多出于政治考量ꎮ
早在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四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ꎬ环保部发布«“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ꎮ 上述文件为落实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提供

了路线图和施工图ꎬ提出从六个方面重点推进生态环保合作(深化环境污染治

理ꎻ推进生态保护ꎻ加强核与辐射安全ꎻ加强生态环保科技创新ꎻ推进环境公约

履约ꎻ鼓励分享重点领域的成功经验及良好实践)ꎬ要求将绿色发展全面融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具体任务和措施①ꎮ
当前ꎬ“一带一路”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工笔

画”阶段ꎮ 所谓“高质量”ꎬ就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ꎬ秉持开放、绿色、廉
洁的理念ꎬ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ꎬ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坚持发展导向ꎬ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特别

是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努力实现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ꎬ同时帮助

发展中国家打破发展瓶颈ꎬ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并从中受益ꎮ”②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ꎬ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

伴ꎮ 中哈都面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治理环境污染、应对生

态退化和气候变化、解决水资源短缺等难题和挑战ꎬ也都制定了利用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工艺调整经济结构ꎬ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建

设ꎬ构建绿色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计划ꎮ 可以说ꎬ两国在发展绿色

“丝绸之路”方面具有共同的理念和需求ꎬ有着广泛的务实合作领域ꎮ 具体体

—０３—

①

②

«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负责人就‹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有关问题答记者问»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ｕｗｏ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２２ / ２７６ 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７ / ｃ＿１１２４４２５０６７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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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共享绿色理念ꎬ共同构建全球绿色治理体系ꎮ 即本着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ꎬ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原则ꎬ围绕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分享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经验ꎬ努力实现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ꎬ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ꎬ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换取经济发展和进入全球价值链ꎮ
第二ꎬ发展绿色产能和贸易ꎬ完善绿色生产、采购和销售链条ꎬ努力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ꎮ 具体包括:发展循环农业、新能源、
生物质、节能环保、信息数据等绿色生态产业ꎻ在自贸区和便利化谈判中涉及

环保内容ꎻ减少绿色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检验检疫)ꎻ增加绿色

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ꎬ特别是有利于污染治理的环保产品和服务ꎻ完善危险

物品管理ꎻ打击固体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ꎻ推动环境标志相互认证ꎬ争取环境

标志产品进入政府采购等ꎮ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

全球就业和社会展望:绿色就业»报告指出ꎬ如果各国制定适当政策推动绿色

经济发展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绿色经济将为全球创造 ２ ４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①ꎮ 在此ꎬ
绿色产能合作是一种升级版的全球分工重构进程ꎬ是在综合考虑各地区自然

条件和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基础上ꎬ通过共商、共
建、共享而确立可持续发展项目ꎬ绝不是落后的或污染的产业转移ꎮ

第三ꎬ开展绿色投资合作ꎮ 具体包括:加强投资项目的环境因素管理ꎬ将
项目建设运营阶段的绿色因素前移到立项阶段ꎬ提高项目筛选过程中的生态

环保要求ꎬ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项目合作ꎻ鼓励企业开发使用低碳、环
保、节能的材料与工艺ꎬ减少污染物排放ꎻ尝试推广环保强制保险ꎻ发行绿色

债券筹集融资ꎻ改善绿色交通、建筑、能源等基础设施ꎬ提升节能、低碳和污染

物排放的运营管理水平ꎬ增加环境信息透明度ꎻ建立绿色项目示范基地等ꎮ
第四ꎬ扩大绿色能力建设ꎮ 具体包括:加大节能与环保技术和管理人才

培养ꎻ加强生态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监督、协调)ꎻ探讨建立绿色

技术银行(生态环保大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ꎻ协调节能和绿色标准与规

范ꎬ规划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ꎬ打造政策对话和沟通、环境知识

和信息、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等三大平台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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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劳工组织:绿色经济将为全球创造就业机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１５ / ｃ＿１１２２８３４４６２ 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