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时，我国每年还需进口约3亿吨的煤

炭。在这种背景下，就必须在全球共

同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来研判我国的能

源安全。在能源资源蕴藏不能得到根

本性改变的情况下，能源独立既不经

济，更不现实。

因此，建设人类能源命运共同

体、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包括资源保

障、开采生产、运输通道、跨国投资的

安全，既是我国维护世界安全与发展的

重要领域，也是我国维护自身能源安全

的必然选项。同时，能源命运共同体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是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为所有人

提供基本的能源服务，也是世界共同能

源安全的出发点。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为全球能源生产与出口国提供了

巨大的市场，是这些国家实现经济良

性发展的重要支撑。中东地区、北美

地区和部分中亚地区的资源国，以及

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油气生产与出

口国，同样需要中国市场，这是能源

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优化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是实

现国内供给安全的重要外部保障。

其中的关键在于低成本的多元化，

既包括油、气进口来源的多元化，

也包括非常规产品进口的多元化，

如 作 为 燃 料 的 甲 醇 、 液 化 石 油 气

（LPG）等。此外，还包括中国与

资源国之间的产能合作，比如与沙

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在双方国

家的炼化产能合作。

2021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行

引发市场供需紧张，我国限电问题受

到各方关注。11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

安全会议强调，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

冲击能力，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安全底线，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

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海外

利益安全保护。近期市场出现缓解情

况，2022年资源品供需紧平衡的长期

逻辑会发生改变吗？该如何从战略层

面看待我国的能源安全？

国际：需坚持共同能源安全视角
我国的能源供给高度依赖国际市

场。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进

口依存度已经上升到73%和43%。同

“双碳”新时代，我国能源战略安全需要在全球共同能源安全的前

提下来研判，需要平衡好保障能源安全与实现“双碳”目标、发展

电能与非电能源等诸多关系。

能源战略安全有何新思考？
文／刘强

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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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分之百地依靠国内资源就代表着

安全，国内的资源供给并不一定比国

际资源更稳定。如果国际资源供给和

价格都能实现稳定，那么一定比例的

进口是有利于提高供给稳定性和维护

经济竞争力的。当然，如果国内资源

在供给和价格的稳定性方面超过国际

资源，仍然是国内资源更优。因此，

实现能源独立或者相对独立的关键是

成本和基础设施的稳健性，这里的成

本除了经济成本之外，还包括环境与

生态成本，比如开采煤矿、煤炭燃

烧、修建水坝的生产与环境成本。

改善能源自给的途径无外乎两

国内：应与“双碳”目标平衡
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

是中国的基本能源国情。在这样的资

源结构下，该如何实现生态文明与碳

中和目标？

中国这样的大国，能源供给不可

能像日本、韩国那样单纯依赖国际市

场，否则每年的对外支付就会成为一

个严重的负担，同时，也难以应对国

际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

的冲击。只有以国内资源为主，才能

实现经济安全、战略安全。

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成本。并不

现有的煤炭利用产业路径，

燃 煤 发 电 与 煤 化 工 是 分 离

的，没有实现资源有效利用

与热能充分利用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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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要更低一些。

这实际上表明，通过开发本土的

可再生能源资源、发展核电，是可以

提高能源自给率的。国际经验也验证

了这一点，以欧盟为例，其2020年的

固体燃料发电（以煤电为主）比例为

23%，装机比例为14%。也就是说，

从纯技术角度，大幅度降低煤电比例

是可以实现的，剩下的问题就是经济

成本和资源可得性。欧盟对天然气的

依赖给自身带来了地缘政治的焦虑，

所以其才大力推动风、光、生物质等

能源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丹麦的风电占本国电力消费的

比例超过40%）。

行业：平衡发展电与非电能源
电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能源形

式，提高电气化比例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需要注

意的是，电气化比例是有上限的，基

于安全考虑，不同经济体的上限会有

很大差异。因此，除了电力体系的脱

碳，非电能源的低碳化、清洁化也是

非常重要的工作，2022年也需要平衡

好二者发展的关系。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综合能源供

给体系除了传统的煤炭和石油及其相

应制品之外，还包括以下子系统。

一是液体燃料。液体燃料常见于

交通系统的燃油，比如汽油、柴油、煤

油等。实际上，液体燃料体系远不止于

此。以甲醇和乙醇为代表的醇醚燃料、

生物柴油燃料、油田凝析液等都可以作

为液体能源使用。其中，甲醇作为生产

工艺成熟、供应链大、成本相对较低的

个：一是化石能源资源储备的增加与

清洁化利用，二是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

气，以及非常规的页岩气、煤层气

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包括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等。同

时，核电也是一个选项。目前，煤炭

仍然是我国能源生产的主体，也是化

石能源资源的主体，这一国情很难改

变。因此，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

有替代资源的情况下尽量少用煤炭，

是我国未来可持续资源保障的关键。

现有的煤炭利用产业路径，燃煤发电

与煤化工是分离的，没有实现资源有

效利用与热能充分利用的融合。2022

年乃至未来需要在这一领域取得突

破——让煤炭更主要地作为资源进行

循环利用，把这一过程产生的热量用

来发电和供热，才能有效改善煤炭行

业在碳中和工作中的处境。

在国内化石资源不足以支持碳中

和约束下的能源安全的情况下，势必

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那

么，该如何看待中国能源的对外依存

度？从能源消费角度，虽然我国石油与

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但是2020

年的总能源自给率仍然高达81.9%，甚

至在油气进口持续增长、消费总量连年

增加的情况下，总能源自给率比2016

年的78.4%仍然提高了3.5个百分点。这

意味着，我国2020年能源对外依存度

增幅为19.1%，国内能源供给增长速度

快于进口能源的增长速度。风、光新能

源的增长为保持国内稳定供给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我国已经成为成

品油出口大国，实际上的净进口依存度

国家能源局——

2022年能源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力保障能源安全

● 继续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

● 有效发挥煤电基础性调节性作

用，扎实提升电力安全保供能力

● 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

断完善产供储销体系

● 保障北方地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 加强能源安全运行预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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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量。由于我国有广阔的农村地域

和众多的农村人口，要实现农村能源

的现代化，依托电网和天然气显然成

本过高，通过农村生物质能源的工业

化、小型化加工，制备就地取材的生

物质高效燃料，是一条现实的路径。

四是氢能。发展氢能的重要意义

在于，它不仅是能源，也是工业部门

碳减排的重要手段。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氢的化学特性，氢能极有可能在

难脱碳行业的碳减排碳中和工作中发

挥重要作用，其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

是重工业、重型运输行业，也可以在

电力系统中扮演能源储存和灵活性调

节的重要角色。此外，以氢气、一氧

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混合物作为原料，

还可以生产化工行业的主要产品。基

于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的Power-

to-X技术可以成为化工行业的脱碳

选择之一。未来的关键在于实现氢能

生产的绿色化，减少由天然气和煤炭

制氢的比重，并不断降低制氢用氢成

本。我国工业制氢（灰氢和蓝氢）现

在每年有约1900万吨的产量，运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能源模型系统对

我国的氢能增长前景预测显示：绿氢

（使用绿色可再生电力生产的氢）产

量在导入期之后（2028年左右）将快

速上升，到2060年工业制氢产量为

1500万吨左右，绿氢产量将有3000万

吨左右，其中55%左右用于交通领域

和备用电力，45%左右用于钢铁生产

（还原剂和燃料）。 

化工产品，在能源体系中发挥着很大的

作用，并很早就作为能源大量使用。它

不仅应用于交通运输车辆，也用于工业

燃料和船舶燃料。

二是天然气。天然气也是含碳的

能源，这一点经常被环保人士质疑。

但是，天然气在能源中的地位非常重

要，它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支持

手段。没有天然气电力这种可以即启

即停电力的支持，风、光这些间歇性

电力便很难持续发展。同时，天然气

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制氢和工业

燃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除了

常规天然气，非常规天然气如页岩

气、煤层气、油田气、生物质气等，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算作低碳能源。尽

管2021年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很快，

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市场波动，长期来

看国际市场上天然气和LNG的供给充

足。

三是生物质能源。对我国生物质

能供应潜力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从

每年不到4.1亿吨标准煤（12 艾焦）到

大约8.5亿吨标准煤（25艾焦）不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认为，我国每

年生物质能供给大约可以达到最多5.8

亿吨标准煤（17 艾焦），其中约2.4 

亿吨标准煤（7艾焦）来自农作物秸秆

和其他农业废物，1.3亿～1.7 亿吨标

准煤（4～5 艾焦）来自木材废物，1

亿～1.3亿吨标准煤（3～4 艾焦）来

自能源作物，3400万～6800万吨标准

煤（1～2 艾焦）来自城市垃圾。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垃圾量可能

会增加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更完善

的垃圾回收和管理体系也有利于减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

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

任、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秘书长）

欧盟电力结构（2020年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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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欧盟能源合作平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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