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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国际能源秩序演变表明，能源供给与能源需求关系和主体的

变化是推动重构国际能源秩序的主要力量。

未来数十年，发展可再生能源将

帮助世界各国在保持经济发展和提升

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减碳降碳。建立

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必须抓住能源转

型这个“牛鼻子”，在现有能源体系

基础上有坚持、有调整，在变与不变

之间谋求一条稳定且灵活、安全与韧

性兼备的道路，逐步演化形成多元、

公平、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秩序。

碳中和是共识，多能互补是趋势
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不断强化全球共识，包括中国在内的

130多个国家已提出零碳或碳中和目

标。截至2021年11月，全球超过100

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扶持政策，

146个国家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目

标。

全球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扩大，

年新增装机容量从2016年的163吉瓦

增长至2021年的306.3吉瓦，在新增电

源中的比重从60%左右攀升至80%以

上。过去5年可再生能源年均投资额高

达3080亿美元，特别是2020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依然逆势增长，当年

投资额超过3200亿美元，体现出强大

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随着清洁能源在

电力系统的占比逐步提高，储能、氢

（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市场

也在迎来快速发展。

目前全球能源结构仍以高碳化石

能源为主，未来将逐步演化形成多种

能源相辅相成、互相支撑、协调发展

的综合能源体系。该体系中，依托低

碳能源发电，电能成为最主要的终端

能源消费品种。高碳能源在承担能源

系统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时，传统动力

属性逐渐消退，更多体现出化工原料

属性。

传统能源体系下，全世界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超过八成。而

新能源体系体现了能源供给的品种多

元性，一次能源以风能、太阳能、水

能、核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为

主，结合作为必备保障的化石能源，

丰富了能源供应来源。

传统油气资源集中在“欧佩克+”

成员国等少数国家，其原油产量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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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半以上，出口量占全球80%以

上，地位举足轻重。新能源体系下，

品种多元性决定了其地域分散性，从

北极的风能到赤道的太阳能，从南美

亚马孙的水能到非洲尼罗河的水能，

几乎地球的每个区域都有适宜集中或

分布式发电的资源。

供给侧由化石能源转向与气象

环境密切相关、波动性大的风能、太

阳能、水能等资源。未来，如何突破

长周期、大规模经济储能这一瓶颈，

调整储能和新能源接入能源系统的方

式，缓解能源供应面临的环境波动性

压力是能源治理的关键环节。

变化的时代，不变的是创新
传统能源主导下的国际能源秩序

演变历史为建立新的全球能源治理体

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洛克菲

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解散后形成的三家

大公司，与另外四家有国际影响力的

大公司主导了当时的国际能源秩序。

1956年，这七家并称为“石油七姐

妹”的巨头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储

量的82.8％、石油产量的58.7％、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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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57.1％。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及1979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以欧佩克产

油国为首的石油资源国收回了国家的

资源主权，实施石油禁运，打破了西

方石油公司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为

减缓冲击，主要能源消费国组建了国

际能源署（IEA）。

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纷纷

通过资产重组、企业兼并，不断壮大

实力，提高竞争力。此后，随着石油

输出国组织团结力量的瓦解以及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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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能源供需情况

能源消费集团 能源供应集团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天然气及煤炭数据），World' s Top Exports（原油进出口数据）。
>>

图例单位说明：净进口为负数，净出口为正数；表示顺序：石油（2021年进出口额全球占比，%），天然气（2021年进出口量，亿立方

米），煤炭（ 2021年进出口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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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油国的出现，“石油权力”开始分

散。

1990年，海湾战争促使第三次

石油危机爆发。部分国家原油生产受

限，但国际能源署的紧急计划和其余

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原油产量的增长

使得油价暴涨持续时间并不长。20世

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最初的几年

里，世界范围内形成又一轮石油公司

兼并重组的高潮。

21世纪以来，新兴能源消费国家

的壮大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全

球石油需求快速增长。在能源供给领

域，2016年，欧佩克产油国和非欧佩

克产油国建立起机制性合作关系，以

“欧佩克+”形式出现的能源供给国

联盟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得到一定恢

复；在能源需求领域，全球范围推进

“脱碳”，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不断

提高。

百余年国际能源秩序演变表明，

能源供给与能源需求关系和主体的变化

是推动重构国际能源秩序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地

缘政治矛盾、全球原油市场的异常波动

等，接连给国际能源秩序带来“过山车

式”的冲击，加速助推全球能源治理格

局朝着更加复杂多元、灵活多变的区域

性多边合作方向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世界能源转型已

由起步蓄力期转向全面加速期，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各国共

同的取向。依托新能源及绿色消费推

进能源低碳转型，借助科技创新实现

现代能源产业升级，发挥市场机制提

供高效普遍的能源服务，为能源发展

规律之不变。

在能源转型面临“安全稳定、

清洁低碳、经济可行”不可能三角难

题时，破解之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未

来需要不断拓展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开展协同攻关，完善联

合研发机制。发达国家应在绿色低碳

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承担更多责

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能源转型技

术水平。

全球积极推进建设碳市场是大趋

势。碳交易已在全球36个国家、20多

个地区展开。碳交易及碳市场机制正

在逐步规范化，但还须不断完善。碳

市场须发挥其市场机制，推动低碳资

源配置优化，促进低碳能源和相关产

业发展，为低碳技术的创新提供有效

激励。

要共识，更要政策和方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

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

能源领域，通过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体

系、互利共赢的能源治理机制和绿色

低碳的能源发展格局，是中国所秉持

的理念并在付诸行动。

从保证能源供需体系安全稳定

的角度看，中国在能源转型期一方面

应避免过度依赖风能、太阳能等波动

性较大的能源，考虑将其与水能、核

能、天然气、氢（氨）能、储能等协

调发展；另一方面须注意能源进口不

过度依赖单一主体或单一区域，建立

合理互联、备用可靠的能源网络，从

而减少波动性、提高充裕度、提升互

济性。

传统的全球能源治理偏重以“欧

佩克+”为代表的油气出口国和建立了

国际能源署的发达国家集团的诉求，

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新的治理框架

中，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主体更加多

元均衡。

中国坚持推动互利共赢的能源治

理机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推动形成更加多元、公平、

有效的全球能源治理秩序。

未来，国际社会不仅要坚持绿

色低碳的共识，更要落实能源转型的

政策和方案，才能打造国际能源运行

新体系，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新秩序，

提高碳排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注

度，开辟一条成本低、效益高、可持

续的全球碳中和之路。

（作者分别供职于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
研究院、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由本刊实习记者王若溪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