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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尽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能源服务对促进其经济增长 从而提高人民福

利至关重要,但其中大多数国家在此方面进展甚微或毫无进展 事实上,在 1992–
1995 年间,由于经济因素以及能源供应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与人口增长有关的需求,其
中一些国家的人均一次商业能源消费有所下降  

2. 然而,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国际援助方案继续努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用于

照明 无线电 电视和电信的家用太阳光电系统已绝对增加,特别是在边远地区  

3. 但进口石油仍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商业能源 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继

续严重依靠传统形式的生物量能源,特别是依靠薪材烧火做饭及进行各种小型农业
加工 所有严重依靠传统生物量燃料的国家都非常关注此类燃料的可持续水平及其

有效利用的问题  

二. 能源需求 

4. 大部分为最终产品的进口石油仍然是主要的一次商业能源,多用于运输和发
电 在 1992-1995 年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总量每年平均增长 3.7%,1995
年增至 5 850 万吨左右 1995 年,全世界每日消费 6 818 多万桶石油,其中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日需求约 171 万桶,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 1.7% 如果不包括巴林 巴布亚

新几内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新加坡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这些

大量生产石油和天然气 并拥有面向出口的大型炼油厂的岛国或地区,1995 年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每日石油需求总量则更少,大约每日 407 000 桶,或约占世界每日石
油需求总量的 0.6%  

5. 虽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总量有所增加,但在 1992–1995 年间,其中一
些国家的石油消费总量为负增长或零增长 在此期间,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
均一次商业能源消费量下降 见表 1  

6. 由于节能和提高效益方案非常有利于管理需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直断断续
续地实施此类措施,但许多工作仍有待完成 在供应方面,鉴于石油产品在商业混合
能源中占绝大多数,减少在储存和转运过程中的损失将会产生明显效果 还必须努

力提高发电和配电效率 在需求方面,应注重提高电器和机动车的能效 可从适当

操作和保养设备及替换失效装置等简单的节能措施获得极大的好处 为实现这些目

标,必须加强体制能力 政策和筹资手段及人力  

7. 在大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石油进口在包括石油产品的商品出口总值中所占
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实际上自 1992 年以来一直保持未变 石油进口

在商品进口总值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尽管实际上在一些国家中这一比例有很大增
加 见表 2  

8. 大多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继续严重依赖传统形式的生物量能源,如薪材 木炭

和蔗渣,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此类能源占其中许多国家能源需求总量的 50%以上
做饭用的薪材 特别是在农村家庭,几乎都取自天然森林,不花一分一厘但却付出了
巨大的社会代价 此外,还普遍使用椰子壳 外皮和杆材,以及咖啡 可可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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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薯 花生和稻米等作物的残渣 目前的挑战是要有效地利用这些能源 在拥有大

规模甘蔗种植园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蔗渣用作制糖厂的燃料,还用于发电 必须

继续使用蔗渣同时发热发电系统  

三. 利用可再生能源 

9. 在绝对意义上,可再生能源现代技术 特别是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应用有所增加,
使住在边远小村庄的家庭能够用上一些电灯和小型电器,如电视和录像机 小型医

用冰箱 电信设备和水泵  

10. 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似乎成功地在农村电气化中应用小规模太阳能光电电
力 这些经验表明,太阳能光电技术能够在满足负荷密度低的边远地区用电需求方
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边远地区的农村家庭用电负荷低,太阳能光电电力系统在这种
情况比柴油电力系统更经济 随着光电板的资本成本迅速下降,太阳能光电系统可
能比可变成本较高的柴油系统便宜,因为柴油燃料在远离主要石油产品供应站的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比较贵 如果过段时间用户稳定增加,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寿命周期
成本优势就会更大,因为太阳能光电系统主要由模块组成,额外安装该系统显然比安
装柴油系统容易,而且在安装柴油系统时,总是从一开始就必须按预期的负载增加量
确定该系统的大小  

11. 从用户的角度看,家用太阳能光电系统的吸引力在于目前安装该系统的资本成
本主要由政府或捐助机构提供补贴,特别是在执行农村电气化方案的范围内 在此

情况下,太阳能光电系统对用户有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必承担资本成本,还因为太
阳能光电系统的操作和保养费与柴油系统相比非常低 目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很
少 如果有的话 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商业开发 如果增加使用太阳能光电系统继续

依靠国家资助和外界援助,则必须制订有效的体制办法 迄今已经尝试了一些不同

的体制安排,但多数不成功,尽管由专业机构收取服务费提供安装和保养服务并进行
商业管理的办法似乎比较成功 提供资金和信贷服务也可极大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商

业化  

12. 太阳能光电系统应用技术上的限制似乎已经克服,因为目前提供的家用型系统
在妥善安装和保养的情况下更加结实耐用 但技术可行性必须辅以有效的机制安排,
以确保在应用太阳能光电系统方面持续获得成功  

四. 能源开发 选择和建议 

13. 根据过去 20 年的经验,显然小岛屿经济体的能源战略将继续注重改进对石油燃
料和发电厂的管理和调节 与此同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也应成为许多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部分 由于节能和提高效益措施是在能源消费方面实现

大量节余的最有效方式,必须在外界援助的支持下协同努力促进和执行这些措施  

1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石油以满足其商业能源需要,这种情况继
续造成严重的贸易不平衡 更多使用薪材导致大量砍伐森林 为制止这些不利的事

态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必须更加努力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可再生能源 小岛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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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在努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技术 管理 财政 特别是外

界的援助,以进行必要的投资  

15. 开发可再生能源不仅要靠选择适当的技术,而且要靠充分开发管理和技术上的
专门知识,谨慎管理财政及采取适宜的体制办法 对于偏僻边远地区农村家庭用电

负荷小这一典型情况,事实证明如果辅以体制办法,包括规定收取服务费安装和保养
的财政安排,太阳能光电系统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会很成功  

16. 近年来技术上的重大进展极大地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效率,给商业上
应用这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风况适宜,但风力仍未得
到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在有适当场地和体制支持的情况下,水力资源得到利用 一

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还拥有可持续的生物量覆盖,可用于开发现代生物量能源  

17. 应酌情继续协助制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源部门的能源政策 技术标准和准则,
加强其有效规划和管理能源制度的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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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和人均消费量,1982-1995年 
 基本能源总消费量 人均消费量 

国家或地区 (千公吨石油当量) (公斤石油当量)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1982-1992年  1992-1995年   1982-1992年  1992-1995年 

 1982年 1992年 (百分比) 1995年 (百分比) 1982年 1992年 (百分比) 1995年 (百分比) 

大西洋           

佛得角 34 36 0.5 36 0.0 110 101 -0.8 98 -0.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2 25 6.7 26 1.0 135 202 3.7 195 -0.9 

印度洋及邻近地区           

科摩罗 12 22 5.5 23 1.1 29 39 2.7 38 -0.6 

马尔代夫 6 50 19.4 62 5.5 37 217 16.2 244 3.0 

毛里求斯 170 448 8.8 505 2.7 171 421 8.2 452 1.8 

塞舌尔 28 50 5.3 54 1.4 406 718 5.2 740 0.8 

太平洋           

库克群岛 12 7 -4.9 7 0.0 632 368 -4.9 368 0.0 

斐济 256 253 -0.1 267 1.4 393 339 -1.3 341 0.1 

基里巴斯 9 7 -2.3 7 0.0 150 93 -4.3 90 -0.8 

马绍尔群岛 .. .. .. .. .. .. .. .. ..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 .. .. .. .. .. .. .. .. 

瑙鲁 40 44 0.9 45 0.6 5 714 4 400 -2.4 4 091 -1.8 

纽埃 1 1 0.0 .. 0.0 250 500 6.3 500 0.0 

北马里亚纳 .. .. .. .. .. .. .. .. .. .. 

帕劳 50 82 4.5 83 0.3 352 363 0.4 342 -1.8 

巴布亚新几内亚 667 784 1.5 856 -0.3 195 216 0.9 199 -2.0 

萨摩亚 39 45 1.3 46 0.6 244 278 1.2 279 0.1 

所罗门群岛 41 53 2.3 53 0.0 165 155 -0.6 140 -2.5 

托克劳 .. .. .. .. .. .. .. .. .. .. 

汤加 14 30 6.9 35 3.9 139 309 7.3 357 3.7 

图瓦卢 .. .. .. .. .. .. .. .. .. .. 

瓦努阿图 17 20 1.5 20 0.0 134 127 -0.5 1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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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能源总消费量 人均消费量 

国家或地区 (千公吨石油当量) (公斤石油当量)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1982-1992年  1992-1995年   1982-1992年  1992-1995年 

 1982年 1992年 (百分比) 1995年 (百分比) 1982年 1992年 (百分比) 1995年 (百分比) 

加勒比海           

安提瓜和巴布达 83 96 1.3 108 3.0 1 078 1 477 2.9 1 636 2.6 

阿鲁巴 .. 213  279 7.0 .. 3 853 .. 3 986 0.9 

巴哈马 828 602 -2.9 565 -1.6 3 851 2 275 -4.8 2 025 -2.9 

巴巴多斯 210 328 4.1 312 1.4 814 1 274 4.0 1 195 -1.6 

古巴 10 303 8 717 -1.5 9 023 0.2 1 046 829 -214 823 -0.2 

多米尼加 13 21 4.4 29 8.4 173 296 4.9 408 8.4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775 3 203 5.4 3 870 1.3 305 497 4.4 495 -0.1 

格林纳达 20 40 6.3 57 7.3 183 473 8.7 620 7.0 

海地 223 244 0.8 220 -4.2 37 39 0.5 31 -5.6 

牙买加 1 917 2 604 2.8 2 959 3.7 861 1 065 1.9 1 199 3.0 

荷属安的列斯 2 444 923 -8.8 850 -2.1 9 660 4 874 -6.2 4 381 -2.6 

圣基茨和尼维斯 21 25 1.6 32 6.4 467 595 2.2 780 7.0 

圣卢西亚 36 57 4.2 64 2.9 293 416 3.2 451 2.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15 31 6.6 44 10.0 149 275 5.6 393 9.3 

美属维尔京群岛 2 812 2 266 -2.0 2 739 4.4 28 120 22 379 -2.1 26 806 4.6 

地中海           

塞浦路斯 831 1 446 5.0 1 518 1.2 1 292 2 051 4.2 2 038 -0.2 

其他           

巴林 3 360 5 514 4.5 6 910 6.5 8 842 10 388 1.5 12 406 4.5 

新加坡 10 496 16 482 4.1 20 056 5.0 4 239 5 244 1.9 6 028 3.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 549 7 458 4.5 6 759 -2.5 4 208 5 948 3.2 5 252 -3.1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基于联合国 1984 年的 能源统计年鉴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86.XVII.2

和联合国 1995年的 能源统计年鉴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97.XV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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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石油进口在商品进出口总值中所占份额,1992年和 1995年 
 1992年 a  1995年 a 

国家 
或 
地区 

石油净进口 
(千公吨石油 
当量) 

石油进口值 
(100万 
美元) b 

进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进口总 
值百分比) 

出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出口总 
值百分比) 

石油净进口 
(千公吨 
石油当量) 

石油进口值 
(100万 
美元) b 

进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进口总 
值百分比) 

出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出口总 
值百分比) 

大西洋             

佛得角 36 4.41 180.00 2.45 5.00 88.14 38 4.35 210.00 2.07 5.00 87.0 

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25 3.06 .. .. .. .. 26 2.98 .. .. .. .. 

印度洋及邻

近地区 

            

科摩罗 22 2.69 69.00 3.90 22.00 12.24 23 2.63 .. .. .. .. 

马尔代夫 85 10.41 189.00 5.51 40.00 26.01 112 12.83 268.00 4.79 50.00 25.7 

毛里求斯 690 84.47 1 623.00 5.20 1 290.00 6.55 785 89.91 1 959.00 4.59 1 537.00 5.9 

塞舌尔 161 19.71 192.00 10.27 44.00 44.80 168 19.24 233.00 8.26 53.00 36.3 

太平洋             

库克群岛 15 1.84 59.00 3.11 3.00 61.21 15 1.72 .. .. .. .. 

斐济 401 49.09 624.00 7.87 435.00 11.29 404 46.27 867.00 5.34 619.00 7.5 

基里巴斯 7 0.86 37.00 2.32 5.00 17.14 7 0.80 34.00 2.36 7.00 11.5 

马绍尔群岛 .. .. .. .. .. .. .. .. .. .. .. .. 

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 

.. .. .. .. .. .. .. .. .. .. .. .. 

瑙鲁 49 6.00 .. .. .. .. 50 5.73 .. .. .. .. 

纽埃 1 0.12 .. .. .. .. 1 0.11 .. .. .. .. 

帕劳 94 11.51 .. .. .. .. 95 10.88 .. .. .. .. 

巴布亚新几

内亚 

.. .. 1 523.00 .. 1 790.00 .. .. 82.92 1 452.00 .. .. 3.1 

萨摩亚 45 5.51 113.00 4.88 6.00 91.82 44 5.04 95.00 5.30 9.00 56.0 

所罗门群岛 53 6.49 97.00 6.69 84.00 7.72 55 6.30 142.00 4.44 168.00 3.8 

托克劳 .. .. .. .. .. .. .. .. .. .. .. .. 

汤加 33 4.04 63.00 6.41 12.00 33.67 38 4.35 77.00 5.56 15.00 29.0 

图瓦卢 .. .. .. .. .. .. .. .. .. .. .. .. 

瓦努阿图 20 2.45 83.00 2.59 20.00 12.24 20 2.29 95.00 2.41 28.00 8.2 

加勒比海             

安提瓜和巴

布达 

96 11.75 246.00 4.78 40.00 29.38 158 18.10 .. .. .. .. 

阿鲁巴 564 69.05 481.00 14.35 26.00 265.56 591 67.69 .. .. .. .. 

巴哈马 753 92.18 1 038.00 8.88 192.00 48.01 2 835 324.71 1 243.00 26.12 176.00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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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 a  1995年 a 

国家 
或 
地区 

石油净进口 
(千公吨石油 
当量) 

石油进口值 
(100万 
美元) b 

进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进口总 
值百分比) 

出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出口总 
值百分比) 

石油净进口 
(千公吨 
石油当量) 

石油进口值 
(100万 
美元) b 

进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进口总 
值百分比) 

出口商品 
总值(100 
万美元) 

石油进口 
(占出口总 
值百分比) 

巴巴多斯 328 40.15 521.00 7.71 190.00 21.13 308 35.28 766.00 4.61 238.00 14.8 

古巴 8 370 1 024.66 2 185.00 46.90 2 050.00 49.98 8 792 1 007.01 2 825.00 35.65 1 600.00 62.9 

多米尼加 21 2.57 111.00 2.32 56.00 4.59 27 3.09 96.00 3.22 45.00 6.9 

多米尼加共

和国 

3 422 418.92 2 501.00 16.75 562.00 74.54 3 617 414.28 2 976.00 13.92 765.00 54.2 

格林纳达 40 4.90 107.00 4.58 20.00 24.48 58 6.64 .. .. .. .. 

牙买加 2 604 318.78 1 675.00 19.03 1 097.00 29.06 2 813 322.19 2 756.00 11.69 1 380.00 23.3 

荷属安的列

斯 

923 112.99 1 868.00 6.05 1 559.00 7.25 850 97.36 .. .. .. .. 

圣基茨和尼

维斯 

25 3.06 96.00 3.19 26.00 11.77 32 3.67 .. .. .. .. 

圣卢西亚 57 6.98 313.00 2.23 123.00 5.67 64 7.33 .. .. .. ..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

斯 

31 3.80 132.00 2.88 78.00 4.87 42 4.81 136.00 3.54 43.00 11.2 

美属维尔京

群岛 

2 266 277.41 .. .. .. .. 2 739 313.72 .. .. .. .. 

地中海             

塞浦路斯 1 446 177.02 3 289.00 5.38 1 002.00 17.67 1 989 227.81 3 690.00 6.17 1 229.00 18.5 

其他             

巴林 .. .. 4 125.00 .. 3 368.00 .. .. .. 3 626.00 .. 4 044.00 .. 

新加坡 16 482 2 017.74 72 543.00 2.78 63 516.00 3.18 20 256 2 320.06 124 502.00 1.86 118 263.00 2.0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 .. 1 168.00 .. 1 691.00 .. .. .. 1 714.00 .. 2 456.00 ..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基于联合国 1995 年的 能源统计年鉴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97.XVII.8)

和 统计年鉴 ,第 42期(199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97.XVII.1)  

注: 两个圆点(..)表示无法提供 或无法单独提供数据  

a 1992 年和 1995 年的石油价格(分别为每桶 16.77 美元和每桶 15.69 美元)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进口加权平均到岸价格费;

考虑到供货距离,一些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石油进口到岸价格费可能更高  

b 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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