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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最不发达国家有 5.77 亿人，即 62%的人口用不上电。 

 在全球无电可用的人口中，54%的人生活在最不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比1990年的30%几乎增加

了一倍。 

 最不发达国家有 82%的农村人口用不上电。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7(“让所有人获得价廉、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将对实现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核心作用，实现这一目标将决定《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败。 

 要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普及用电，就需要最不发达国家的用电人口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每年增加

350%。与 1990 至 2014 年这一时期相比，这意味着在更短时间内进一步增加发电量。 

 

挑战 

 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在 1990 至 2014 年期间的发电量是原来的不止四倍(大多数提高的发电量是

在上个十年期间实现的)，但因为人口增长，所以人均发电量仅是原来的 2.5 倍。 

 发电能力和发电量都未能跟上 1991 年以来用电人口增加 460%的步伐。2014 年的用电者人均

装机容量几乎是1991年水平的一半，而用电者人均发电量比1991年的水平降低了五分之一。 

 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和商业消费者支付的电价格平均为其他国家这类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

倍。 

 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当中，有 42%的企业报告称，它们因无法获得充分、可靠和廉价的能

源而受到限制。 

 平均而言，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司每月遭遇10次停电，每次停电持续约五小时，导致其损失7%

的总销售额。 

 要使最不发达国家达到现代社会所需的最低门槛，需要2014年的发电量达到原来的13.5倍。 

 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 400 亿美元的年度最高能源资金需求预测也没有考虑获得转型能源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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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创新和学习效应，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例如，太阳能光伏组件的成

本在过去十年中降低了 85%。但是，较高的前期资本成本以及与技术转让和适应相关的挑战

表明，最不发达国家可能无法充分实现这类收益。 

 最不发达国家传统上表现为依赖化石燃料和水电的二元混合发电模式。 

 在与电网相连的发电量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挥的作用仍然极小，所占比例不到 1%。 

 最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中所占比例不到 1%。 

 据估计，要在2030年前实现普遍获得能源，需要最不发达国家接入电网的人口增加5.71亿，

接入微型电网的人口增加 3.41 亿；还有 1.14 亿人需要单独系统。 

 为了确保最不发达国家 35%的人口能够用上电，尤其需要大幅度加强部署微型电网。 

 

国际合作 

 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一半发电机和 70%的终端用途电机和电器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 

 2015 年，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有 1.8%用于这些国家的能源部门。 

 实现国际商定的目标可将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增加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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