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面 临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 世 界 能 源 版 图 正 在 重 构 的 现 实 ，

“十四五”期间，中国要锁定长期的行业目标，倒逼行业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着世

界能源格局剧烈变动的现实，需要全

面融入全球能源发展潮流，以绿色发

展全面统领能源发展，进入以市场配

置能源资源为主的攻坚阶段。

四大阶段性特征
相关机构研究显示，“十四五”

期间能源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源

安全受到广泛关注。我们现在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能源版图正在

重构。现在欧洲能源能够自给自足，

正向全部依靠清洁能源的方向发展；

北美以美国为首已变成供过于求，成

为全球最大的油气出口国；亚太地区

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能源需求还要继

续增长，同时化石能源占比很高。

二是“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

融入全球能源发展潮流的初级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

原因就在于，中国要适应世界能源清

洁低碳的发展大势，我们要融入这个

潮流。“十四五”时期是落实这一战

略的初级阶段，因为我们的一次能源

中煤炭占比很高，所以要逐步降低这

个比例，要融入清洁低碳的潮流。

三 是 “ 十 四 五 ” 时 期 也 是 中 国

绿色发展全面统领能源发展的重要阶

段。能源绿色发展有两重含义，一个

是减少污染，另一个就是要减碳，要

向低碳方向发展。

四 是 深 化 改 革 进 入 以 市 场 配 置

能源资源为主的攻坚阶段。比如说可

再生资源要过渡到基本上无补贴发展

阶段，对中国而言，就是要锁定长期

目标，锲而不舍。根据初步研究，这

个长期目标就是在一次能源方面，到

2035年，煤炭占比降到40%左右，

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占比要达到

23%，天然气占比要提高，石油占比

要保持；在二次能源方面，可再生能

源发电占比达到38%，电力在终端能

源的比重达到34%。“十四五”期间

就要锁定上述目标，倒逼行业发展。

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是什么？

第 一 ， 要 从 严 控 制 化 石 能 源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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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不是严格控制消费总量，清洁能

源消费可以适当增加。第二，以优化

结构为核心，进一步深化能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过去我们是以保供、扩

大规模为主，今后要转向以优化结构

为主。第三，实行集中式和分布式发

展并重。第四，大幅度降低能源领域

的非技术成本。第五，建立国家能源

安全预警信息系统。

这 里 要 重 点 关 注 集 中 式 和 分

布式发展并重的调整，这是国家从

“十三五”开始能源领域的巨大转

变。现在国家从两个方面在推进集中

式和分布式发展，我们也叫解锁路径

锁定，分布式发展有大的分布式，也

有小的分布式。大的分布式涵盖区域

经济发展层面，以山西能源转型为

例，总书记给山西能源转型提出了要

求，要进行产业多元化转型，山西就

说不做“煤老大”、争做排头兵。再

比如黄河生态治理，像山西、内蒙主

要产煤地区位于黄河上游，也要解锁

发展。小的分布式是具体的产业层

面，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不能只依靠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要

更多开发当地的太阳能、风能还有其

他的分布式能源，提高本地能源的

供给程度，同时要进口更多的清洁能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西部地区也变成了能源消费

中心，它自己也要发展，就

不能完全承担向东部地区供

应能源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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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这就是解锁路径锁定。

为什么要解锁路径锁定？因为我

国2000年以后实行的是把西部的资源

优势变成西部开发的经济优势，然后驱

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策略。这种路径

面临的问题就是经济性越来越差，现在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西部地区也

变成了能源消费中心，比如新疆已经变

成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中亚开发的

中心，它自己也要发展，所以就不能完

全承担向东部地区供应能源的配角，需

要解锁传统路径。

八大政策着力点
针对上述目标，希望国家在如下

几方面的政策上加大力度：

一是建立能源绿色发展目标的责

任体系和制度体系。这意味着，能源

的绿色发展要纳入各级政府各地的发

展规划，比如浙江湖州提出生态+电力

的发展路径，需要注意的是，电力要

和生态结合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套绿

色发展的指标体系。二是加大补短板

的力度，比如储能电站、光热发电、

分布式能源发展，还需要有补贴投

入，才能发展起来。三是要推动能源

消费低碳化、电气化、智能化升级。

四是推动清洁能源高比例发展和传统

能源加快转型升级。这个思路已经纳

入“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所谓高

比例就是要突破我们过去的承诺。五

是推动重点领域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六是以能源技术变革推动技术发

展。七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能源资源为

主的体制机制。八是以“一带一路”

为重点，营造“共同安全”的能源国

际合作新环境。现在“一带一路”的

能源合作也是全面转向以清洁能源为

主。比如在东盟10+3框架下，很多东

盟国家规划的能源互联互通设施都是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

通 过 国 家 的 新 能 源 发 展 政 策 ，

可以从市场导向、科技创新、因地制

宜、集中和分布式、多能互补等五个方

面建立以储能为核心的综合能源供应体

系，坚持绿色消费，用户侧推动供给

侧，最后实现包容性发展，让新能源与

传统能源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关于“十四五”的目标，有人会

问，为什么要制定如此激进的目标？

基于现有的研究判断，一个驱动就

是，“十四五”期间的发展，中国会

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国贸

易保护主义的干扰，所以从中国本身

的发展来讲，新能源的发展必须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的可再生

资源产业比如光伏、风电，装机总量

和发电量在世界上都排在前面，我

们不能把它变成二流的，所以这是

“十四五”发展的一个驱动。第二个

驱动就是绿色低碳化发展，如果按照

《巴黎协定》要实现把全球升温控制

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那么到2050

年，中国所有电力系统都要脱碳，这

意味着电力系统的碳排放要归到零，

如果达不到，就必须要大幅度降低煤

电的比重。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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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是偏低

碳的，实现碳中和条件远远

好于我国，这会对我国产生

非常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