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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
海外中资煤电厂提前退役的政策机
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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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海外兴建和投资了大量煤电厂，大部分分布在中低收入的亚非
国家。然而，根据《巴黎协定》，这些国家必须减少碳排放量，因此需要提前关闭
一部分仍在服役期的中资煤电厂。在这一轮提前退役煤电厂的趋势中，中国将可以
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这些国家升级能源体系。

提前退役煤电厂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煤电厂所在东道国，其次对中国也有显著的好
处。随着世界银行等西方机构纷纷涉足煤电厂关闭事项，中国在此时跟随效仿，可
巩固其全球气候领导者的地位，彰显其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的身份。此外，中国还
能因此获取经济利益，比如，降低中国公司和银行在煤炭转型期所要承担的金融风
险、煤电厂关闭后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可获得绿色投资机会等等。

本政策简报讨论了中国协助各国提早关闭煤电厂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面临的挑
战，拟定了应首批退役的煤电厂名单，明确了下一步可采取的具体措施。

现有支持煤电厂提前退役的金融机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机制旨在降低债务成本，
通过修改煤电厂所有者持有的现有未偿债务的条款，或为其提供新的、成本更低
的贷款或债券等方法实现。第二类机制旨在通过转让煤电厂所有权来降低股权成
本。资产管理公司（AMCs）或基金，包括有序转型工具（managed transition vehi-
cles，MTVs），都是执行此类交易的可选项。第三类方案以最大化未来现金流为
基础。通过货币化机制——包括提供健康效益，或以碳信用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获得额外或替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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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如何退役煤电厂，亟待解决的第二大问题是决定哪些煤电厂应该提前退役。在
这一方面，有效解决办法是，找出中资煤电厂发电量最大的国家，并对其接受中国
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贷款、中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煤电厂进行排序。
由此可得出，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煤电机组应第一批提前退役。此外，这两个国家
都签署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协议，力图向清洁能源转型，存在支
持提前退役其煤电厂的意愿。

政策建议：

• 与中国国有企业（如煤电厂所有者和运营方）、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SASAC）和中国金融利益相关方探讨支持海外煤电厂退役的方案。

• 与各国政府和公用事业单位开展双边和/或多边对话，明确它们在能源转型方面
所需的一般性支持，以及在煤电厂退役方面所需的具体支持。

• 协助确定煤电厂退役的优先次序，并基于对潜在障碍的考量，为个别煤电厂制定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 与各国政府就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达成长期双边协议，并纳入提前退役煤电厂
的条款。

根据以上建议，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凭借其丰富经验，发挥其协调能力，支持
东道国的能源转型。通过金融措施资助煤电厂提前退役，不仅能提升中国作为全球
气候领导者的地位，还能巩固中国作为关键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的身份。

引言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SOEs）为海外大量煤电厂提供了贷款和技
术。据估计，这些海外煤电厂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达2.45亿吨，中位使用年限为7年
（Springer等，2022年），这与东道国所追求的气候目标，以及全球气候目标渐行
渐远。为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C（2°C）以下，全球的煤炭消耗量需要在2050年
前减少约95%（8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2年）。因此，许多煤电机
组将不得不提前退役，即在其40～50年的常规使用年限到达之前关停（全球能源监
测，2023年）。

中国在采取措施提前退役煤电厂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许多海外煤电厂的
债务融资都来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并且很大一部分煤电厂为中国能源公司所有，
或由其运营（Benoit，2022年）。此外，在单个项目层面，中资机构相较西方金融机
构，更有能力协调外国融资方与国有企业（Chin和Gallagher，2019年）。

在本政策简报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协助各国提前退役煤电厂可能带来的益处，以及
面临的挑战，拟定应首批退役的煤电厂名单，明确下一步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本报
告基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提前逐步淘汰燃煤电厂：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作用》编制（Manych等，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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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厂提前退役的益处

帮助各国提前关停煤电厂，将为中国带来多项潜在益处。

首先，这一举措将巩固中国作为全球气候领导者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的地位。各
国政府和能源公司均争相制定雄心勃勃的减碳目标。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通常
需要在国际上寻求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的资助。

于是，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与煤电厂提前退役相关的计划。例
如，气候投资基金制定了“加速煤炭转型计划”，以混合融资方式支持提前退役工
作（气候投资基金，2021年）。亚洲开发银行目前正在试行能源转型机制，以收购
方式提前关闭煤电厂（亚洲开发银行，2022年）。此外，美洲开发银行（IDB）集团
的私营部门分支机构美洲投资公司（IDB Invest）为智利关闭煤电厂和建设风电场提
供支持（Carrillo等，2023年）。最后，世界银行则为南非的煤电厂再利用提供资金
（世界银行，2023年）。

在美国主导下，多个国家组成了“国际伙伴集团”，分别与南非、印度尼西亚、越
南和塞内加尔建立起四项“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提前退役煤电厂正
是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框架内的一项潜在议程。中国可作为富有雄心、有能力的
合作伙伴，帮助相关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BRI）沿线国家推进可持续发
展和能源转型，建立起对标或超越这些伙伴关系的合作项目。例如，在最近宣布设
立的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GIFP）平台中明确纳入这一点（Zhang和Galla-
gher，2023年）。

其次，依照技术经济标准有序关闭煤电厂，将有助于降低煤炭转型的金融风险。无
论在中国和其他地区，无序关闭煤电厂，都可能会引发意料之外的资产搁浅和债
务无法清偿的风险，威胁贷款人和股权投资者的利益（Cui等，2023年；Semieniuk
等，2022年）。此外，无序和延迟关停煤电厂可能会使已本深陷债务泥淖的国家的
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对中国金融机构造成潜在影响。中国参与关停煤电厂，或
可作为避免各国政府和公司违约不清偿中方贷款的一种手段，这为中国的参与提供
了经济动机。

再次，煤电厂提前退役可使中国企业获得绿色投资机会。各国需要使用其他电力资
源取代退役的燃煤发电能力，而这些替代电力资源则可能由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提供。潜在的可行方案包括在退役煤电厂的厂址上部署可再生能源资源，同时利用
退役发电机提供的电网服务（Chattopadhyay等，2021年）。此类方案可直接纳入煤
电厂的提前退役协议。

最后，煤电厂的提前退役可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产生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在地方
层面，减少空气污染能大幅减少当地呼吸道疾病病例和早逝的人数。在全球层面，
关停煤电厂，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对中国的
影响。此外，通过在海外参与提前关停煤电厂事务，中国可以维持自身全球气候领
导者的地位。

当前煤电厂提前退役面临的障碍

实施提前退役煤电厂的计划，需要考虑面对的各类障碍，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金
融、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下文将逐一分析。

Rachel Thrasher 是波士顿大
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全
球经济治理倡议研究员，拥有
波士顿大学法学博士和国际
关系硕士学位。其研究的政
策问题涉及贸易和投资协定、
发展政策空间、知识产权和
药品可及性，以及贸易和投资
条约对气候的影响。著有《限
制发展：国际贸易体制中政策
空间的缩小》，并于2021年由
国歌出版社（Anthem Press）
出版。目前于波士顿大学法学
院教授国际经济法和气候变
化课程。



4 www.bu.edu/gdp

金融障碍

煤电厂在未达到预期使用年限前退役，可能造成贷款尚未摊还完毕、股本回报率尚
未达到预期等问题。当然，这两个因素都取决于机组的使用年限和基本的财务规
划。关停煤电厂，其运营方和/或所有者将失去收益，进而无法偿还未偿债务。如此
一来，银行收不回贷款，投资者利益受损，银行和投资者将不会同意提前关停煤电
厂，除非他们的损失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减少
相关公司的损失。为了清除这些金融障碍，有关各方必须达成令各方都满意的融资
方案。

法律障碍

然而，考虑到法律风险，并非总能找到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一家海外煤电厂通
常还涉及许多非中国的贷款人、投资人和控股股东，如煤电厂的当地运营公司、输
配电公司、外部私人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他们的利益可能各不相同。

根据我们的评估，如煤电厂提前退役，东道国可能首当其冲面临法律风险。有些东
道国政府为电力购买协议（PPAs）提供担保，协议约定以固定价格从中资煤电厂购
电。如果煤电厂提前退役，而政府行为是导致退役的直接原因，东道国政府将无法
执行担保，并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私人投资者可能起诉东道国违反“公平与公
正待遇”原则，主张监管变化损害了他们对投资回报率（ROI）的合理预期，或就征
收或间接征收行为提出索赔。巴基斯坦可能会遇到此类情况。该国政府为了实现能
源安全目标，将越来越高的投资回报率写入煤电厂的担保协议，以刺激相关投资。
在某些情况下，每单位能源的保证投资回报率甚至是每单位可再生能源投资回报率
的两倍（Bhandary和Gallagher，2022年）。

放眼其他能源领域，东道国面临此类法律风险的先例已有多起。在Union Fenosa Gas
公司诉埃及一案中，由于埃及国有企业未履行保证供应协议，未向西班牙公司Union 
Fenosa Gas供应足够的天然气，东道国政府被认定应承担利润损失（Union Fenosa 
Gas公司诉埃及，2018年）。西班牙（Foresight公司诉西班牙，2018年）和捷克共
和国（Antaris公司诉捷克共和国，2014年）也深陷多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ISDS）案件。它们都曾向可再生能源公司提供了能源价格担保，而后来在电力市
场动荡时不得不撤销担保。

如果中资煤电厂有其他私人股本投资者，中国也可能直接面临被私人投资者起诉的
风险。中国与世界各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已有89份生效，其中86份包含投资者与
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这为投资者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Tienhaara和Cotula，2020
年）。通常情况下，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提出的索赔涉及与被告国的领土
联系；但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措辞可能允许灵活解释这一条款。例如，中英双
边投资协定规定，直接和间接征用适用于依据双边投资协定签署方的法律成立的
公司，但并未规定相关公司必须在签署方的领土内（第5(2)条（皇家出版局，1986
年））。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案件中，外国公司与中国项目出资方之间
的违约索赔也可能受双边投资协定约束（例如，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第9条（条约法律
司，2007年））。综上所述，在制定任何煤电厂提前退役计划时，都必须考虑东道
国和中国面临的此类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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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障碍

此外，东道国可能还必须面对因关停煤电厂而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裁员、民
用电价上涨，和能源安全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关键在于实施公正转型，
避免给弱势群体造成过重负担。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许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对
煤电厂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经济依赖，特别是燃煤自备电厂直接向工业企业供电的情
况（Kalkuhl等，2019年）。煤电厂的提前退役（其中许多将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可能会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剧全球不平等。

部分社会经济障碍尚有解决途径，比如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炭，或将煤电厂改造
再利用，即在安装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保留煤电厂的发电机以提供灵活性服务（Chat-
topadhyay等，2021年）。其他障碍可能需要在东道国政府协调下，做出重大调整。

政治障碍

提前关停中资煤电厂，可能会面临来自东道国和中国的政治阻力。淘汰煤炭通常会
受到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阻碍，例如需要顾及国内强势的利益相关方（Jakob
和Steckel，2022年）。大型能源公司拥有建设和运营煤电厂的强大经济动机，并且
通常与政府关系密切。印度和菲律宾属于此类情况（Montrose、Ohlendorf和Chan-
dra，2021年；Manych and Jakob，2021年）。在越南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以煤炭为
主业的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基础，因此备受重视（Dorband、Ja-
kob和Steckel，2020年）。在印度尼西亚，由于政府收入依赖于煤炭价值链，国有企
业支持煤炭行业（Ordonez等，2021年）。因此，在这些国家淘汰煤炭，需要考虑私
营部门和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

与此同时，说服中国决策者支持国外煤电厂的退役也非易事。要使中国国有企业同
意关停其海外煤电厂，并承担潜在的损失，可能需要创新的激励机制。此外，中国
国内的煤炭转型也面临重大挑战。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燃煤发电量保持增长的国家
之一（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及全球能源监测，2023a；2023b）。在中短期内，
中国国内通过提前关停煤电厂来降低整体燃煤发电量的可能性极小。然而，正如上
文所述，中国可以通过支持国外煤电厂的退役，以换取其他国家对中国在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全球领导地位的政治支持。

煤电厂提前退役的相关金融机制

相关文献提供了几种适用于煤电厂退役的金融机制（Bhat等，2023年；Bod-
nar等，2020年；Calhoun等，2021年；Buchner等，2022年；Nedopil、Yue和
Volz，2022年；Clark等，2023年）。这些假设机制成立的前提是，发电厂的所有者
和/或运营方为了各自机组的提前退役而寻求补偿。而当这些煤电厂及其母公司都是
中国公司时，中国会向其国有企业提供补偿，因此给予煤电厂的补偿金可能减少。
大型能源公司或许能够承担损失，而无需补偿。另外，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SASAC）也可考虑建立相应机制，支持国有企业的转型。

建立高效和可持续的退役程序，关键在于选择最合适、切实可行的金融机制。这些
机制可分为三类：降低债务成本的机制、降低股权成本的机制，和最大限度地增加
未来现金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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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类金融机制旨在通过降低债务成本或股权成本，降低加权资本成本。降低债务
成本的机制通常被称为“再融资”机制，实现途径包括修改资产所有者持有的现有
未偿债务的条款、以债务气候互换机制（Ray，2024年）减免债务，以及提供新的、
成本更低的贷款或债券。当中资银行是当前贷款方时，这种机制尤其具有吸引力。

降低股权成本，则必须转让煤电厂的所有权，即“收购”。在完全收购的情况下，
煤电厂股权和债务的原所有者出售其股权，根据剩余的预期现金流（即净现值）进
行估值。新买家可以是一家中国公司，其将立即或在规定年限后关闭煤电厂。资产
管理公司（AMCs）或基金，包括有序转型工具（MTV），都是执行此类交易的可选项。

资产管理公司善于为债务和股权融资提供专项解决方案，以及各种管理、技术和公
正转型安排的战略规划和执行（Qian，2024年）。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始终积极
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进程，因此积累了管理包括煤电厂在内各类不良资产的经
验。公共部门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尤其强大，可以积极参与到煤电厂退役
的早期工作中。此后，一经厘清政策、技术和市场风险，并被私人融资方和投资者
认为风险可控，即可面向私营企业重新募集资金。

第三类机制以未来现金流最大化为基础，例如提供替代或额外收入。额外收入可通
过货币化机制获得，包括提供健康效益，或以碳信用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此
外，还可通过政府对淘汰煤炭的补偿，如反向拍卖（假设获得补偿的公司对低碳技
术进行再投资），或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发电的收益合同。

各相关公司在补偿方面存在差异，与以下问题有关：

• 煤电厂所有者或运营方提前关停煤电厂可获得多少补偿？可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
出提前退役电厂的价值，如电厂的净现值，或减排后的碳减排量。

• 如何筹集提前关停煤电厂的资金？潜在选项包括债券证券化、混合融资，或专门
为此设立基金。

• 在关停煤电厂前是否变更其所有权？潜在方案包括：原所有者自己关停煤电厂，
或者从关闭煤电厂的买家获得一笔补偿。

• 煤电厂何时退役？煤电厂可以在财务结算完毕后立即退役，也可以在一段特定时
期后退役。

除了直接资助煤电厂的退役，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可以为受影响的工人、社区
和地区提供支持，从而推动公正能源转型。公正转型基金等方案有助于克服社会经
济和政治方面的障碍，为提前关停煤电厂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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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煤电厂提前退役的潜在框架

通过制定提前退役框架，可拟定首批提前退役的中国海外煤电厂名单。首选，重
要的是停止建设和投产新的燃煤机组，将预期排放量归零，对此中国已做出承诺
（Springer，2022年）。对于运行中的煤电厂，可根据不同的标准采用不同的退
役指标来决定退役的先后顺序。相关文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标准，分别是煤电
厂的年龄和规模（即发电能力）（Maamoun等，2020年；2022年；R. Y. Cui等，2021
年；Nace，2018年；Oberschelp等，2019年）。

图1显示了中资煤电厂的发电量，按规划中和在建等状态以及运营机组的运营年限划
分。所列煤电厂类型包括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如绿地投资和并购（M&As）
），和接受来自中国两家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
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的债务融资两类。其中约有12吉瓦的发电量完全由商
业银行独立提供资金，没有联合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世界资源研究所，2022年）。

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津巴布韦等国将是之后的重点考虑对象，但这些国家还没有
投入运营的中资煤电厂。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非、巴基斯坦和马来西
亚等国运营的中资煤电厂已运营长达6年或更久的时间。只有少量在印度尼西亚、越
南、斯里兰卡和巴西的中国海外煤电厂投产时间超过10年。

图1：中资煤电厂发电量（单位：吉瓦）

来源：中国全球电力（CGP）数据库（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22 年）。

注释：每个东道国的发电量按状态划分，如规划中、建设中和运营中，并按运营机组年龄进行分组。其中不包括美
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下一步需要确定各煤电厂。我们根据机组的投产年份（老机组优先），以及投产年
份相同的机组的发电量（大型机组优先）确定退役机组。此外，我们仅考虑淘汰采
用效率较低的亚临界技术的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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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选择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获得债务融资的煤电厂，与上一节讨论的第
一类降低债务成本的金融机制相匹配。表1列出了前10家煤电厂，其中大部分位于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此外，表中还列出了每台机组采用的技术、提供贷款的中国开发
性金融机构和借款方。最终确定的煤电厂于2006～2011年间投产，几乎全部位于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

其次，我们考虑接受中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煤电厂，与第二类旨在降低股本成本
的金融机制相匹配。与表1不同的是，表2展示了被纳入提前退役名单的前10家煤电
厂的投资公司及其所有权份额。与表1中确定的机组类似，表中列出的所有煤电厂几
乎都位于越南或印度尼西亚。不过，投产年份平均晚了五年，介于2011～2016年间。

国家 投产年份 发电量 (MW) 技术 发电厂名称 机组数量
中国开发性金

融机构
借款人

越南 2006 50 亚临界 Cao Ngan 1
中国进出口

银行
越南政府

越南 2006 50 亚临界 Cao Ngan 2
中国进出口

银行
越南政府

越南 2010 300 亚临界 Quang Ninh 1
中国进出口

银行
越南政府

越南 2010 300 亚临界 Quang Ninh 2
中国进出口

银行
越南政府

印度尼西亚 2011 625 亚临界
Banten 

Suralaya
8

中国进出口
银行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巴西 2011 350 亚临界 Candiota C 5 国家开发银行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印度尼西亚 2011 330 亚临界 Indramayu 1 国家开发银行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印度尼西亚 2011 330 亚临界 Indramayu 2 国家开发银行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印度尼西亚 2011 330 亚临界 Indramayu 3 国家开发银行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越南 2011 330 亚临界 Uong Bi 8
中国进出口

银行
越南政府

表 1：提前退役名单中由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煤电厂

来源：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22 年；标准普尔全球普氏指数（S&P Global Platts），2021年。

注释：依据煤电厂年龄和发电量排名。上述煤电厂均未获得中国投资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



www.bu.edu/gdp 9

表 2：提前退役名单中接受中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煤电厂

 
来源：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22 年；标准普尔全球普氏指数，2021 年。

注释：依据煤电厂年龄和发电量排名。投资公司是指相关设施所有者或运营方的母公司。上述煤电厂均未从中国开
发性金融机构获得债务融资。

如前所述，选择发电厂的另一个决定性标准是东道国提前关停煤电厂的意愿。不同
东道国在煤炭问题上有着各自的政治经济考虑，影响着它们在淘汰煤炭和提前关闭
煤电厂方面的举措。从东道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气候政策落实的严格程度，以及
国内减排目标等方面，可判断东道国是否愿意关闭煤电厂。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近来宣布加入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表明了两国向低碳经济转
型的迫切愿望，这意味着两国需要淘汰运营中的煤电厂。印度尼西亚加入公正能源
转型伙伴关系的目标是通过亚洲开发银行的能源转型机制（JETP秘书处，2023年）
退役两家煤电厂。值得一提的是，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尚未成功部署金融资源，
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依然存在由中国主导的提前退役煤电厂机制的可能性。

国家 投产年份 发电量 (MW) 技术 发电厂名称 机组数量 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股权%

印度尼西亚 2011 150 亚临界
Simpang 
Belimbing

1 中国神华 70%

印度尼西亚 2011 150 亚临界
Simpang 
Belimbing

2 中国神华 70%

柬埔寨 2014 135 亚临界 Sihanoukville 1
内蒙古鄂尔多
斯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00%

越南 2015 621 亚临界 Mong Duong 2 1
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9%

越南 2015 621 亚临界 Mong Duong 2 2
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9%

印度尼西亚 2015 142 亚临界
Celukan 
Bawang

1
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
100%

印度尼西亚 2015 142 亚临界
Celukan 
Bawang

2
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
100%

印度尼西亚 2015 142 亚临界
Celukan 
Bawang

3
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
100%

柬埔寨 2015 135 亚临界 Sihanoukville 2
内蒙古鄂尔多
斯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00%

马来西亚 2016 752.5 亚临界 Jimah 1 中国广核集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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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有能力帮助各国政府提前退役煤电厂。过去，
他们在海外帮助兴建了无数煤电厂，如今他们也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地位，协助退
役这些煤电厂。有序淘汰煤电厂，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银行和投资者面
临的金融风险，同时为中国公司创造绿色投资机会。

为克服提前退役煤电厂面临的障碍，同时确保获得可观的经济和政治收益，我们提
出以下建议。

政策建议：

• 与中国国有企业（如煤电厂所有者和运营方）、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SASAC）和中国金融利益相关方探讨支持海外煤电厂退役的方案。

•  与各国政府和公用事业单位开展双边和/或多边对话，明确它们在能源转型方面
所需的一般性支持，以及在煤电厂退役方面所需的具体支持。

• 协助确定煤电厂退役的优先次序，并基于对潜在障碍的考量，为个别煤电厂制定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 与各国政府就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达成长期双边协议，并纳入提前退役煤电厂
的条款。

根据这些建议，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凭借其丰富经验，发挥其协调能力，支持
东道国的能源转型。通过金融措施资助煤电厂提前退役，不仅能提升中国作为全球
气候领导者的地位，还能巩固中国作为关键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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