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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研究综述

魏 蔚 徐小杰
＊

２０ １ ３ 年 ，
全球能源产业在全球经济复苏 、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

再平衡
”

和局部地区的动

荡中发展 。 在开发页岩气和致密油资源潜力 的技术推动下 ， 美国石油与天然气产量 明显回升 ，

刺激着美国经济复苏 ，
改变着北美地区在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 中的地位和角色 ， 重构着全球

能源版图 ；
同时中国 、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继续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驱动力 。 全球能源产

业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调整 ， 是世界能源研究的 主要背景 。

２０ １ ３ 年能源领域 的重要研究方向 ： 美国的
“

能源独立
”

， 全球能源结构优化 ，

“

天然气黄

金时代
”

论 ， 非常规油气 资源开发 ，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优势劣势分析 ， 能源效率与节能减

排 ，
全球能源治理。

＿

、 对美国页岩气革命和
“

能源独立
”

的深入研究

从第
一次石油危机以来 ，

历届美国政府都承诺采取各种措施实现
“

能源独立
”

， 但
一

直

进展不利 。 然而
；

２〇〇５ 年后 ， 随着页岩气开发的战略突破和崛起 ，

“

页岩气革命
”

和
“

能源独

立
”

成为美国和全球能源领域研究的热点 。 国 内关于美 国页岩气革命和
“

能源独立
”

的研究

迅速升温。 国 内
一些 国际关系 问题专家

一

度认为 ，
美国 页岩气革命可能是类似金融市场或房

地产市场 的一场
“

泡沫论
”

，
或类似里根政府时期提出

“

星球大战
”

那样的
一

场
“

阴谋
”

。 但

是 ， 国 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始终认为 ， 美 国页岩气的大发展 ，
无论从地质理论突破 、 开发技

术与经验 、 商业模式创新和调控角 度看 ， 都是
一场革命 。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进
一

步验证了非常规天然气快速发展 的潜力和趋势 。 页岩气革命和 由

此带来的美国
“

能源独立
”

（
即能源 自 给率明显上升 ） 命题 ，

一

直是 ２０ １ ０ 年后国 内外能源研

究的
一个热点 。 可以说 ， 页岩气革命改善了美 国能源的 布局 ， 降低了能源对外依存度 ， 使美

国逐步走 向
“

能源独立
”

， 但美 国
“

能源独立
”

确实改变 了美 国 的国 内能源结构 、 进出 口格

局和地缘政治环境 ；
页岩气的快速发展同 时改变着世界能源的生产和供应 ，

使西半球的油气

生产和供应地位不断上升 ， 从而影响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 。 但是 ，
这场

“

能源

独立
”

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从外部进 口油气资源 ， 削弱美 国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 。

徐小杰 （
２０ １ ３

）

① 从美国
“

页岩气革命
”

的原因和对美国 、 北美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

美国油气 自 身产量的未来趋势和原油进 口来源国家的变化 ，
特别是随着美国页岩气 、 致密气 、

＊ 魏蔚 、 徐 小杰
，
分别 为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世界经济 与 政 治 研究 所 副研 究 员 和研 究 员 。

① 徐小杰 （ ２０ １ ３ ） ：
“

美 国 能源 独 立趋势和全球影 响
”

，
载 于 王 洛林 、 张 宇 燕 （ ２０ １３

）
（ 主编 ） 《

２０ 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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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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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油砂和墨西哥深海油气开发的推进等方面对美国的
“

能源独立
”

进行 了分析 ， 认为到

２０２０ 年美国不仅将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和更大的石油生产国 ， 而且可能推动北

美地区发展成为世界石油供应的
“

新中东
”

（ 即石油产量 占据世界总产量 ２５％ 左右 ） ； 他坚持

认为 ， 美国页岩气的发展是
一

场革命 ，
而不是

“

泡沫
”

和
“

阴谋
”

，

“

能源独立
”

仅是美国 国

内能源 自 给率上升 （或对外依存度下降 ） 趋势的
一种反映 ， 不代表未来美国能源战略走向独

立或 自 我依赖的倾向 。 相反 ， 美国的
“

能源独立
”

发展趋势 ， 对美 国经济复苏 、 对北美地区

和全球石油供应 、 全球能源经济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及未来制定能源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 。 美

国与外部世界的能源关系不是削弱 ，
而是发生重大的改变 。

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市场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高辉清 ，

２０ １ ３
； 张经明等 ，

２ ０ １ ３
；

张茉楠 ，
２０ １３

）

①
：

其
一

， 对美 国经济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加速美 国
“

再工业化
”

进程 ， 推动经济与就业增

长 ； 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新能源的开发 ，
石油需求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持续下降 ， 从

而改善美国能源消费结构 ， 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 而其 中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 常规油气的成功

开发是重要突破 口 。

其二 ， 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更大 ，
北美地区可能成为匹敌中东的新油气供应基地 。 首

先 ，
北美地区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首位 ； 其次 ，

北美地区非常规天然气的技术可采量为

世界第一 ；
最后 ， 除了非常规天然气之外 ， 美 国生物质能源和加拿大油砂矿也呈现快速增长

之势 ；
而中东地区能源战略地位相对下降 。 长期 以来 ， 中 东都是世界能源版？的 中心 。 然而

随着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 ， 中东未来退居为亚洲 的石油供应 中心 ，
而不再是世界石油供应 中

心 。 预计到 ２ １ 世纪 ３０ 年代 中期 ， 美国经济可以与中东石油脱钩 。 随着美 国能源供应渐渐 回

归美洲 ， 欧洲能源供应越来越趋于多元化来源 ， 中东越来越像是
“

亚洲人 的 中东
”

，
以 中 印

为代表的发展中 国家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东石油消 费的主力 。 对中 国来说 ， 有利于扩大天

然气进 口量
， 有利于中国与能源出 口大国之间开展合作 ， 同时有利于推动本国的页岩气发展 。

其三
，
美国 的页岩气革命不仅影响 了美国经济与世界能源市场 ，

而且影 响了 国 际政治 。

随着时间推移 ， 这些影响将越来越显著 ： （
１

） 能源将成为军事力量之外美 国推进全球霸权的

第二个武器 ； （
２

） 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统治地位将被削 弱 ， 战略重心东移速度将加

快 ； （
３

）
天然气生产者卡特尔组织难 以形成 。 这些变化都与美国的

“

能源独立
”

紧密关联 。

对于这
一问题 ， 英国智库 Ｃｈａ 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的报告也认为 ， 由 于对能源需求的减少和国 内

供应 的增加 ， 美 国从国外进 口石油的现象将发生逆转 ，
这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 ２０２０ 年

；
美国

的天然气将非常经济且可持续性地发展下去 ，
导致北美可能 出 口液化天然气 。 但是 ， 美 国 的

页岩气和致密油资源大多远离基础设施 ，
在加工方面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 而 国内 的多数炼油

企业按照中东较重的原油而设计的 ，

一时难 以替代 。 因此 ， 可以判断美国依然需要从中东 、

非洲和周边国家进 口石油 ，
目前的能源供应充足是

一

种表象 ，
虽然从北美 以外的地区进 口原

油在减少
；
虽然能源安全的政策理由会逐步减弱 ， 但是 ，

至少在 １ ０ 年内美国维持
一

定规模 的

进 口石油 ， 而且不会对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和安全视而不见 。

？

还有观点认为 ， 应该将美 国能源独立扩大为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能源独立现

① 高辉清 （ ２０ １２ ）
：

“

美 国 页岩气 革命及 其对我 国 的 影 响
”

， 《 发展研究 》
，
第 １２ 期 。

②Ｊｏｈ ｎＭｉ
ｔｃｈｅｌ ｌ

． ２０ １３ ．
“

ＵＳ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ａ

ｌ
ｉｔ
ｙ ，

Ｃｈａ 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

ｓＥｎｅｒ
ｇｙ

． 
”

ａｍｆ

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ＥＥＲ Ｂ Ｐ２０ １ ３／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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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来整体研究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２０ １ ３

） 通过能源技术与油气储备估算 ， 探讨了未来美国对能源进 口

的依赖及其对美国战略的影响 。 文中特别指出 ，
目前美国政府机构 （ 如 ＥＩＡ

） 所指 的
“

能源

独立
”

是把北美地区作为
一个整体来考虑的 ，

而不仅仅限于美 国 。 谈到美洲石油 和其他液体

燃料生产增加 的影响时 ， 他认为 ，
美国能源独立是建立在美 国得益于加拿大的能源生产和进

口 的基础上的 ， 美 国未来将主要依靠进口 液体燃料满足交通领域的需求 。 即使按照最好的情

景 （美 国增加液体燃料 ， 减少从周边国家的直接进 口 ） ， 那么美 国的
“

能源独立
”

也至少还

需要 １０ 年 。 他从美 国天然气产量增加的影响 、 美国对印度洋区域 、 中东北非石油和海湾的进

口依赖等方面探讨了美 国的能源战略 ；
他根据美 国 ＥＩＡ 和其他能源预测计划 ， 对天然气进行

了详细分析 ， 认为美洲 ＯＥＣＤ 国家天然气产量从 ２０ １０ 年到 ２０４０ 年将增加 ５６％
， 美国是美洲

ＯＥＣＤ 国家最大的天然气生产 国家 ， 占天然气增加产量 的 ７５％
， 页岩气产量将从 ２０ １０ 年的

４． ９ 万亿立方英尺增加到 ２０４０ 年的 １６ ．７ 万亿立方英尺 ，
完全可 以弥补其他类型天然气生产的

减少 。 ２０４０ 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 占天然气产量 ５０％ 以上
，
致密气将 占 ２２％

， 本土海上天然气

占 ９％
， 煤层气和本土陆上天然气 占 １ ９％

。 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增长有限 。 加拿大可 以生产

少量的天然气 、 煤层气和致密气 ，
但产量无法与美国相 比 。 ＩＥＡ 曾在 ２０ １ ２ 年预测 ２０２０ 年美

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 口 国 ， 如果按能源的净需求考虑 ， 美 国将在 ２〇 ３５ 年实现能源 自 给 自 足 。

主要依据是美 国钻井技术的进步 ， 使其能够获得大量的天然气和开采大批难动用的石油资源 ，

同时能源效率将不断提高 ，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加速发展 。

Ａｎｔｈｏｎ
ｙ 还认为 ， 像小麦等其他全球性商品

一样 ，
原油 出 口 的战略上的重要性不依赖于

一

定时间 内是否从
一个国家到另

一

个 国家 ，
而是依靠全球市场供给和需求 的平衡 。 美国充分认

识到 ， 这
一问题不仅仅是石油问题 ，

而是如何有保证和稳定的形成能够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

的能源出 口流 。
ＥＩＡ 和 ＩＥＡ都认为 ， 到 ２０３５

－ ２０４０ 年 ，
全球经济将越来越多地受海湾能源出

口 的影响 ，
还需要强调的是 ， 美 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 同时也从亚洲和

欧洲进 口制造业产品而间接 的进 口石油 。 目前 ，

ＩＥＡ 和 ＥＩＡ 都没有将后者计算到美 国进 口石

油项 目 中 。

美国不是唯
一

从中东海湾地区直接进 口石油的 国家 ，
但是每次海湾战争或危机都使美 国

为石油和其他相关能源产品付出高价格 ，
而且全球供应的减少或者预期减少也会增加这些成

本 。 美 国越来越依赖全球经济 ， 进 口制造业产品也需要海湾地区的石油能够安全的 出 口 到亚

洲和欧洲 。 此外 ， 在美国从亚洲和欧洲进 口 的货物 中 ， 大约有 １／ ３ 是与 当 地天然气和石油进

口相关 ，
而这

一点在美国的进 口依存度 中无论是过去 ， 还是现在 ， 都没有得到关注 。 这也是

未来影响美国能源独立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

全球经济严重依赖于海湾国家的石油出 口
， 美 国的战略制定者

一直认为海湾地区现在和

将来都将保持世界石油资源的战略核心地位 。
？

国际能源专家在谈到美国能源独立时 ，
不仅看到 了 页岩气的异军突起 ，

而且研究 了页岩

气开发对北美致密油的带动作用 。 因为近年来美 国不断将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技术运用于致密

油开发 ， 从而大幅提高了致密油的产量 ， 使得美 国 的原来认为难动用 的致密油得到了 开发 ，

也会对美 国
“

能源独立
”

和世界能源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 侯明扬等通过分析北美致密油勘探

开发现状及发展前景 ， 从资源供需 、 行业发展 、 地缘政治和国 际油价等 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影

①Ａｎｔｈｏｎ
ｙ
Ｈ ．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２０ １３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 ｒａｔ ｅ
ｇｙ 

ａｎｄＵ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Ｓ／ＳＩＦｏｒｔｏｇＰａ

－

ｐｅ ｒ
，Ｏ ｃ ｔｏｂ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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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认为致密油在北美发展迅速 ， 进
一步强化了美 国在世界能源体 系 中的主导地位 ， 增加 了

市场上非 ＯＰＥＣ 国家原油供给 ， 改变了世界能源供需版图 ， 间接地促进了新兴国家能源来源

多元化。 北美向世界展示了成功开发致密油的必备条件 ， 吸引 了大量公司和资金投入非常规

资源的勘探开发活动中 ， 但北美 以外的其他国家受地质条件和配套设施等的制约 ，
目前无法

快速复制其发展经验 。

致密油的发展也有助于抑制油价上涨 ， 但其产量 尚不足 以决定 国 际油价走势 ， 其开发成

本难以使国际油价降至 ８０ 美元／桶以下 。 但是 ， 此举可以提高美国油气产量 ， 使美 国能源 自

给率提升 ， 对中东石油的直接依赖度下降 ， 对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整体有利 ； 同时进
一步增强美国在石油市场的话语权 ， 有助于影响资源市场 ， 巩固其经济霸主地位 ； 通过油气

出 口
，
可能因此改变国际油气资源贸易流向 ， 使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

从而造成俄罗斯在全球油气地缘政治 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
最后

，
还可 以促进全球油气供需将

向多极化迈进 。
？

二
、 全球能源结构优化

能源结构优化一直是世界能源研究的重点 ， 特别是近些年 ， 随着油气勘探技术的提高和

世界经济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 发展 ， 使得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布局产生 了较大的变

化 。 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国家在全球油气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加 ， 在 ２０２０ 年有望成为另一

个能源生产和供应
“

中东
”

，
而以 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 中 国家则成为能源消费 的

“

中东
”

，

中东地区能源消费也大幅增长 ， 全球能源消费东移的态势明显 。

国际能源署 （
ＩＥＡ

） 在其 《 ２０ １ ３ 年国际能源展望 》 （
２０ １３Ｗｏｒ ｌｄＥｎｅ ｒｇｙＯｕｔｌｏｏｋ ） 中对全

球能源结构变化做 了如下分析 ：

１
、 能源需求的重心正清晰地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 特别是向中 国 、 印 度和中东地 区转移 。

这些国家 占据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三分之一以上 。

２
、 在能源价格研究方面 ， 随着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快速推进 ， 区域天然气市场价格差异有可

能进
一步缩小 ， 当前 ＬＮＧ合同结构中的僵死局面和以石油价格为基准的定价机制放松 。 在有些

地区
， 特别是中国 、 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和部分欧洲国家 ， 有可能跟随和扩展美国在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开发上的成功 ， 尽管他们在资源质量、 生产成本和公众接受程度上仍存在不确定性 。

３
、 在非常规油气资源研究方面 ， 当前致密油和超深海石油等新资源种类以及现有油田 采

收率的技术能力的提高 ， 已大大提升 了对剩余可采石油储量的评估规模 ；
但是 ， 中东依然是

长期石油展望所倚重的中心 。 在未来 １ ０ 年 内 ， 欧佩克满足世界石油需求的作用会因美国石油

产量 、 加拿大油砂产量 、 巴西深水产量以及全球天然气液产量的增长而有所下降 。 但是 ， 到

２ １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前 ， 非欧佩克产量开始下降 ， 中东仍将是全球大部分能源供应增长的主

要来源 。

４
、 在能源需求结构方面 ， 交通运输和石化产业的需求使 ２０３５ 年前的石油消费保持增长

之势 ， 但增长步伐放缓 。 石油供需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全球炼油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 。

它们中有些企业将被淘汰 。

５
、 在电力部门研究方面 ， 到 ２０３５ 年 ，

可再生能源将近 占全球发 电能力增长的
一

半 ， 其

① 侯 明 扬 、 杨 国 丰 （ ２０ 丨３ ） ：
“

北美致 密 油勘 探开发现状及 影 响 分析
”

， 《 国 际 石 油经 济》 ， 第 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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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变电源 （风能和太阳能电池板 ） 占据 ４５％ 。 中国将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绝对量增长最大的

国家 ， 超过欧盟 、 美国和 日本增长的总和 。
？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ＩＷＥＰ

） 在其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世界能源 中国展望 》 中

也认为 ， 从 ２０ １ ３ 年的视野看 ， 发展中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人 口 的增长带动了全球能源需求 的

不断上升 ， 出现了能源需求持续东移的现象 。 同 时 ， 他们还判断 ，
不 同能源部 门 的需求和供

应受到各 国能源政策的影响出现拟制或刺激而变化 ？ 天然气和新能源是今后全球能源变化的

最大变数 。 无论从地区结构还是种类上看 ， 全球能源供应继续走 向多 中心化 。 而不是国 内
一

些人所谓 的西移趋势 。 在这
一

过程中 ，
全球能源需求和市场变化继续受新兴经济体的制约以

及发达国家能源效率和创新机制的制约 。 新的供需地理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重心的重构 ，
对

地区和全球石油安全 ，
全球能源合作带来诸多影响 。

？

龚金双等则进
一

步分析认为 ， 由 于技术进步和高油价的原 因 ， 使得非常规资源正在成为

战略接替 。 西半球 （ 美洲 ） 在世界油气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但随着非常规油气产量快

速提高 ， 在未来 １〇
—２〇 年内 ，

西半球将从净进 口变为净出 口
；

“

油气消费东移
”

是指处于东

半球的亚太地 区油气需求正在取代北美成为世界最大的油气消费地区 。 由 于发展 中国家油气

消费进人快速增长期 ，
世界油气需求重心由西 向东转移 ，

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最大油气消费地

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 除了地理意义外 ， 油气消费东移更多反映的是正在发生的油气消费从

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东方发展中 国家的事实 。 这些将改变世界油气市场和地缘政治格局 ， 改变

世界竞争形势 ， 对 中国来讲 ， 既是机遇 ， 更是挑战 。
③

总体来说 ，
能源结构调整 ， 核心是技术的进步 ， 促进 了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利用 ， 从而改

变了能源的供给版图 。 能源消费的增长 ，
主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 的增加 ，

而发展 中 国家

经济的快速发展 ， 也改变着能源消费的模式和发展方向 。

三 、 天然气黄金时代的研究

近些年美 国页岩气产量的爆发性增长 ， 引起人们对非常规天然气的极大关注 ， 是
一

场地

质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和技术应用上的革命 ， 是天然气时代的最大推动力 。 这一革命带动了能

源结构的升级优化 、 低碳化和清洁化的趋势 。
２ ０ １０ 年后 ， 国际诸多能源研究机构认为 ，

天然

气不仅是化石能源结构向 非化石能源转变的
“

桥梁
”

， 而且还可能是世界能源 消费的终端

资源。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 ， 国际能源署针对天然气议题 出版 了 《 我们进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了吗 ？》

特别报告？
。
２０ １ ２ 年 １２ 月 ，

国际能源署在 ２０ １２ 年的 《世界能源展望 》 中又发表了 《天然气

黄金时代的黄金规则 》 特别报告 ， 对天然气发展做出 了更加全面的分析 。 该报告认为 ，
天然

气即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 但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对世界上储量巨

大的非常规天然气 （页岩气 、 致密气和煤层气 ） 中的大多数资源进行开发时方可实现。 但非

① ＩＥＡ． ２０ １３ ． ＩＦｏ ／

＇ＷｉＶｉ ｅｒｇｙ
Ｏｕ＾ｏｏＡ ：

，
Ｐａｒｉ ｓ．

② 中 国社科院 世界 经济 与政 治研 究 所课题组 （
２０ １３ ） ： 《 世界 能源 中 国 展望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 》 ， 第 １ ５

－

３０ 页
，
北 京 ：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 版社 。

③ 龚金双等 （ ２０ １ ３ ）
：


“

全球油 气 生产 西 移 与 消 费 东 移 的 趋势及其 影 响
”

， 《 中 国能 源 》
，
第 ２ 期 。

④ＩＥＡ ．２０ １
１

．
“

ＡｒｅＷｅＥｎ ｔｅｒｉｎｇｔｈ ｅＧｏ ｌｄ ｅｎＡ
ｇ
ｅｏｆＧａｓ ？

”

２（Ｗ ｉＩｆｏｒＷＥｎｅｒｇｙＯ
ｕｒｆｏｏＡ ：

，
Ｓｐ

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ａｒｉ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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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天然气在未来极具前景的发展道路上也存在无数的障碍 ， 特别是与其开采相关的社会和

环境的担忧 。 为此 ，
国际能源署开发了

一

套
“

黄金规则
”

， 建议了
一些原则 ， 让政策制定者 、

监管机构 、 运营商和其他单位依次处理这些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 响 。 这些
“

黄金规则
”

强

调 ， 实现完全透明开发与管理 、 对环境影响进行测量和监测 、 与当地社区进行接洽是解决公

众关切 的关键所在 。
①

张抗 （
２０ １ ３

） 在 《页岩油气发展的 中国之鉴
一致密油气和煤层气 》

？—文 中 ， 从国内致

密油气成功规模开发所形成的技术基础 ， 到对煤层气长期发展迟缓的原 因两个方面进行 了讨

论
，
认为 ： 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 得益于将致密油气开发 中的技术应用于煤层气和

页岩油气并使之适应其特点的结果 ；
中国致密油气开发技术总体上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 这是

中国页岩油气发展的雄厚技术基础 ，
通过适应中 国特殊地质条件的技术改造和不 同页岩类型

中完善核心技术与设备 的国产化过程 ，
可以形成配套的技术体系 ； 中 国煤层气起步早 ， 有一

定资源和技术基础 ， 但体制制约减缓了其发展势头 ， 如果不加以改革 ， 并完善法规 ， 则非常

规油气产业难以顺利发展 。 邱中建等 （
２０ １ ３

） 在 《非常规气的非常规发展》 中也认为 ，
目前

中 国常规天然气仍处于髙速发展时期 ， 离进入高峰期还为时 尚早 ， 但 由 于中 国能源结构过于

畸形 ， 不能走先发展常规天然气再发展非常规天然气的 老路 ， 而应全力促使常规和非 常规天

然气并重发展 ， 全球非常规天然气的大爆发为 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 中 国

能源结构的状况和非常规天然气的全球效应决定 了 中 国天然气发展的理念应为常规和非常规

天然气整体发展 、 共同发展 ， 推进中 国天然气的发展速度 。 从资源可靠性 、 技术水平和经济

效益来看 ， 致密气是非常规天然气发展的领头羊 ， 煤层气已有相当基础 ， 具备加快发展的可

能 ，
页岩气前景光明 ， 需要扎实工作 ， 认为这

一

发展状况也代表我 国发展非常规天然气的先

后顺序 。 在技术进步 、 政策扶持和效益可期 的情况下 ， 中 国非常规天然气将会快速发展。 预

计用 ２０ 年左右的时间 ，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占据天然气产量的
一半

，
最终可能成为我国天然气

产量的主体 。
③

美国能源信息署 Ｎａｋａｎｏ（
２０ １ ２

） 等专家研究了亚洲页岩气开发的潜力 ， 认为到 ２０３５ 年

中国和印度将 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 ５０％ 以 上 。 其中 ， 中国具有 巨大的 页岩气资源开发潜力 ，

需要在政策规制 、 基础环境 、 价格机制 、 环境和资源管理 、 技术创新以及社会挑战等方面做

出合理的政策框架 。 否则 ，
中国页岩气开发不可能像北美那么成功 。

？

作为天然气的主要消费地区 ， 亚洲天然气市场地位会越来越上升 ， 在天然气 的黄金时代

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英国智库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 ｏｕｓｅ 和 ＩＥＡ 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他们

认为在未来十年 ，
以 中国为首的东亚 、 南亚国家将成为天然气主要市场 ， 到 ２０３０ 年需求将增

加 ４ 倍 。 保证稳定和便宜的进 口是中 国和韩 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计划 的重要保证 ，
也是 日 本

核事故后弥补核电减少的潜力所在 。 尽管 中 国和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谈判陷入 １〇 年僵局 ， 但

２０ １３ 年东部天然气管线可能取得进展 ， 这对供需各方的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 认为 ２０ １ ３ 年上

半年是决定中俄天然气管道开通的关键时期 ， 错失这一机会将会使双方失去双赢的结果 ， 同

①ＩＥＡ ．２０ １２ ．
Ｍ

Ｇｋ）ｌｄｅｎ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ａＧｏｌｄｅｎＡ
ｇ
ｅｏｆＧａｓ２０ １ １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

ｇｙ
Ｏｕ ｔｌｏｏｋ ．

Ｍ

Ｓ
ｐ
ｅｃｉ ａｌＲｅ

ｐ
ｏ ｒｔｏｎ Ｕｎ ｃｏｎ

？

ｖｅｎ ｔｉ ｏｎａ
ｌＧａｓ

，Ｐａｒｉ ｓ．

② 张抗 （
２０ １３ ） ：

‘
‘

页 岩 油 气发展 的 中 国 之鉴
一致 密油 气 和煤层 气

”

， 《天然 气 工 业 》 ，
第 ４ 期 。

③ 邱 中 建等 （ ２０ １３ ） ：


“

非 常规 气的 非 常 规发展
”

， 《 中 国 石 油 石化 》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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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使未来全球液化天然气价格上升 。
？ＫｅｕｎＷｏｏｋＰａｉｋ 等认为 ， 中 国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前

景和未来从东非和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潜力等 因素将改变亚洲天然气市场环境 ； 中俄国家

石油公司和中 日韩天然气进 口联盟会支持形成一个平衡的天然气管道协议 ， 并为该地 区的 能

源安全奠定基础 。
？

Ｗａｒｎｅ ｒ等认为天然气也会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安全 、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产生非常重要的

作用 。 未来亚洲天然气的角 色拓展关键是能在国际市场上 自 动地参与竞争
，
其价格能否更多

地与该地区的供给和需求紧密连接在
一起 。 亚洲的 天然气需求增加 ， 到 ２０ １ ５ 年将达到 ７９００

亿立方米 ， 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气需求市场。 亚洲 的天然气市场主要是和石油价格相关的

长期合同
，
以保证其能源供给安全 ， 而天然气出 口 国也需要保证其投资 的 回报 ， 造成了亚洲

天然气价格过高 。 亚洲 目前天然气的制约因 素包括缺乏
一

个贸易 中心 ， 同时缺乏透明 的价格

指标来刺激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 。 此外 ， 亚太地区天气供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 （ ＬＮＧ ） ， 依

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链 ，
需要船运和再气化终端的投人 ， 缺少管道天然气 （

ＰＮＧ
） 。

同时 ， 可靠的亚洲天然气市场价格需要一个有竞争力 的国家或区域市场 ，
有一些机制和

合理结构吸引新的参与者 ， 并鼓励市场参与者积极利用贸易 中心的作用 。 从中短期看 ， 新加

坡是亚洲天然气贸易中心的合适竞争者 。

Ｗａｒｎｅ ｒ等认为 ， 政府未在交通 、 批发价格规制 、 网络建设 、 非歧视准入等方面推进市场

化改革 ， 因此目前在亚洲建立竞争性的天然气批发市场是不现实的 。 在 比较成熟的亚太市场

对建立批发市场的需求也基本为零 ， 因为该地区的政府
一直强调安全 目标而非经济 目标 。

？

在亚太地区 ， 竞争性的天然气市场和可靠的天然气价格并非一夜建成 ，
也并非必然导致

天然气价格的下降 。 但是 ， 这样的市场化发展会增加亚太经济体的市场参与者 ， 同时使天然

气市场的灵活性不断增强 ，
地区天然气市场不断成熟 ， 对未来全球天然气市场的稳定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 。

四 、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研究进一步深入

为了减轻化石能源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是世

界各国必然的选择 ， 这也是世界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方向 。 北欧 国家的清洁电力生产

和跨境电力运输 、 日本能源结构调整和巴西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 良性发展等都使人

们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 。 对 以水能 、 风能 、 太阳能 、 生物质能和核

能为主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等的应用等研究进
一步细化 。

２０ １ ３ 年国内 出版的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 ？ 希尔的 《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

一

书提出可再

生能源完全可以替代核能和传统化石能源 ，
认为这一替代最早可能是在 ２０５０ 年 ， 而且这种完

①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 中俄达成 东 部 天 然气 协议 ，

从 ２０ １８ 年起
， 俄 罗斯 开始通过 中 俄天 然 气 管 道 东 线 向 中

国供气 ， 输气 量逐年增长 ，
最终达到 每年 ３８０ 亿 立 方 米 ， 累计 ３０ 年 。

②ＫｅｕｎＷｏｏｋＰａ ｉｋ ．２０ １２ ．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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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替代可能于 ２０３０ 年前后在某些具有 自然潜能和技术潜能 的国 家首先实现 。
？ 其实 ， 完全替

代是难以实现的 。
ｆｆｉＡ

《 ２〇 １ ３ 年世界能源 展望 》 和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世界能 源 中 国展望

（
２０１ ３
—

２０ １ ４
） 》 提 出 ， 到 ２０３５ 年依靠清洁能源 （天然气 、 核能 、 可再生能源 ） 的快速发展 ，

全球将在 ２０３５ 年左右形成多能并存的格局 。

但是 ，
不可否认可再生能源确实有可能在

一些具有条件的 欧洲 国家首先实现 。 欧盟可再

生能源发展战略已经初见效果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 自 ２００９ 年 《可再生能源指

令 》 生效 以来 的首个进展报告 。 报告指出 ，
２０ １０ 年欧盟整体的可再生能源 占最终能源消费 的

比率已达到 １ ２ ．７％
， 比指令制定的 ２０ １ １ 年与 ２０ １ ２ 年 的 ２ 年平均中间 目标 １ ０ ．７％ 高 出 ２ 个百

分点 。 ２７ 个成员 国中 的 ２３ 个在 ２ ０ １ ０ 年已经达到 了２０ １ １ 年到 ２０ １ ２ 年 的中间 目标值 。 其中最

好的是瑞典 ， 已经达到 ４９ ．１ ％
， 意味着其最终能源消费 的近一半 由可再生能源满足 。 西班

牙 、 德国及意大利等风能和太 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居欧洲前列的 国家 ， 也达到 了 比中 间 目标值

高近 ３ 个百分点的数值 。 ２０ １０ 年未达到中间 目标值的是英 国 、 荷兰 、 拉脱维亚及马耳他 ４ 个

国家 。 为此 ， 欧盟分别制定了 ２０ １ ３ 年到 ２０ １ ４ 年 、
２０ １ ５ 年到 ２０ １ ６ 年及 ２０ １ ７ 年到 ２０ １８ 年 的 ２

年平均中间 目标 ， 欧盟每两年会公布一次进展报告 ， 以不断推动成员 国达到甚至超过这一

目标 。

在 日 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 ， 由于 ２０ １ １ 年 日 本福 岛核事故的发生 ，
使核电 的发展引起

很大的关注 。 福岛核泄漏 以后 ，
日本的能源政策出 现了重 大调整 ： （

１
） 不再新建核反应堆 ，

加强对现有核反应堆的安全监管 ， 运行到设计期满便退役 ； （
２

） 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的产业

地位 ， 促进以太阳能 、 地热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 （ ３ ） 努力促进核电技术输 出 ， 将 自

己 的核电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 得益于 日 本能源结构的 多元化战略积累 ， 去核 电并未

造成 日 本能源系统的运行紊乱与停滞 ，
反而成为 日 本政府推动能源相关改革与刺激经济复苏

的有效工具 。
？ 张季风 （

２０ １ ３
）

？ 对 日 本的能源的调整作了分析 ， 他认为 ： 第一 ， 近 中期只能

增加火力发电 ，
以解燃眉之急 。 第二 ，

逐步开始重新启动处于停机状态 的核电站 ， 加快出 口

核电设备的步伐 。 第三 ， 加快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步伐 。 从 日 本多数能源文献分析可见 ， 新能

源虽然存在成本高 、 技术难度大 、 能源分布分散 、 单位规模小 以及间歇性等问题 ， 但是 ， 新

能源则是清洁低碳 ， 代表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 日 本在 《新能源法 》 中 明确提出 大力

发展新能源 ， 减少对石油 的依赖 。 以这次大地震为契机 ， 在开发新能源的 同 时进
一

步开发节

能技术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并继续调整产业结构 ， 甚至改变 国民的生活方式 ， 为进
一步减

少能源消费总量而做出各种努力 。 在 日本 的能源改革 中 ， 如何利用核电是其核心。 迫于民众

的压力 ，
２０ １ ２ 年 ９ 月 民主党政权已经把到 ２０３０ 年核电为零的方案写人 《革新能源环境战略 》

中 ， 但在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 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 《第 四次能源基本计划》 中 ，
可再生能源的 比例相

对由 《革新能源环境战略》 中 的 ３０％ 降低到 ２０％
， 减少 了 １ ０％

， 尽管 日本 目前并没有确定

《第四次能源本计划》 的能源组合 ，
但减少 的 １０％ 极有可能由 包括核电在内 的其他能源来替

代 。 因此 ， 日本的核电战略究竟何去何从是一个关注点 。 最后的决定可能对未来能源结构及

① 赫 尔 曼 ？

希 尔 著 ，

王乾坤译 （ ２０ １ ３ ）
： 《 能 源 变 革 最终 的挑 战 》 ，

北京 ：
人 民邮 电 出 版社 。

② 俞培果 （ ２０ １２ ）
：

“

日 本 能 源政策抉 择及其对我 国 的 启 示
”

， 《 现代 日 本经济 》 ，
第 ６ 期 。

③ 陈 友骏 （
２０ １ ３

） ：


“

福 岛核事 故对 曰 本 核 电 工业的 影 响 及其 中 东政 策 的调 整
”

， 《 国 际 关 系研 究 》
， 第

５ 期 。

④ 张季风 （ ２０ １ ３ ）
：

“

曰 本能 源 战略调 整及 中 曰 能 源领 域的 竞 争 与合作
”

， 《东北亚 学刊 》 ，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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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

最后 ，
必须关注近 １０ 多年来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顺利 ， 能源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

动作用 。 李仁方 、 单郸 （
２０ １ ３

）

？ 认为 ，
巴西根据 自 身资源禀赋优势 ， 积极发展乙 醇燃料 、

生物柴油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
最终实现 了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 。 在大力推广和应用新能源

过程中 ， 巴西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其新能源发展政策卓有成效 。 巴西政府通过有效而细致

地贯彻执行各项新能源政策施 ，
使

“

国家乙醇燃料计划
”

、

“

国家生物柴油计划
”

、

“

ＰＲＯ ＩＮＦＡ

计划
”

等都取得 了显著成就 ， 增 加了就业机会 ， 改善 了社会环境 ， 同时减少 了温室气体 的

排放 。

五 、 能源效率与节能减排研究不断深化

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 ，

ｆｆｉＡ 的能源效率专家做了大量的调研 ， 他们从能源政策 、 能源效

率 、 电力 、 可再生能源 、 石油天然气和研发投人等方面评估了各成员 国在能源领域的新举动 ，

能源安全 、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主要 目标 。 尽管存在成本压力 ，
但为了 实现这些 目标 ， 需

要提高能源效率 、 增加可再生能在能源供给和消费中 的 比例 ， 同 时还要提高政策 的透明度和

公众的参与程度 。

？

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 ， 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 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大 幅度

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ＩＥＡ 的分析表明 ， 水泥 、 钢铁 、 化工 、 炼油等耗能产业排放了全球 １／ ５

的二氧化碳 ，
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增加 ， 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应用到 ２０５０ 年可使二氧化

碳排放减少
一

半 ， 未来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将在产业发展的去碳化过程 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
需

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 目前确认的影响该技术发展的 主要三个因素包括是 ： 在高成本和

技术缺口 、 技术章争力和有限的参与程度 。 因此
，
目前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的产业应用进展缓

慢 ， 政策制定者也缺乏足够的经验 。 今后 ， 政府和企业的联合是推动这
一

技术发展的关键 。

电力供应和效率 。 也是研究的重点 。
２０ １３ 年 ，

ＩＥＡ 还发布了低碳电力系统转型情况下保

证电力供应和效率的研究报告 ， 该报告分析了 《 电力安全行动计划 》 下
，
通过对去碳化过程

中电力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 ， 分析了未来与电力市场和安全相关的研究框架 。 他们认为 ， 为

了保证低碳 电力 ， 使 电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 ， 各国政策规制需要统
一

框架 ， 同时需要建立跨

境的电力 网络 。 未来 ２０ 年对传统化石能源发电能力的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 的增加是保

证电力安全供应的核心 。 同 时需要注意 ， 低碳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加剧电力批发市场投资的风

险 ； 在市场趋紧的情况下 ， 实施精心设计的电力市场规制是在需求高峰时提供正确投资信号

的关键 ；
这些挑战需要政府高度关注 ， 扩大风能和太阳 能进入竞争性 电力市场的布局需要有

一个 良好功能的跨境的大范围的 电力市场 ， 同时要高效的 利用现存 的基础设施 ， 这将为未来

电力政策改革提供 了机会 。

他们的政策建议是 ：
通过多种法律途径 ， 完善规章制度安排 ， 提高电力的可靠性

；
促进

贸易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 ， 同时要认识到 电力安全和电力市场的集成的本性 。 在市场趋

紧的情况下保证价格信号不被扭曲 ， 同时为灵活的服务提供合适 的报酬
；
如果不能生产足够

① 李 仁方 、 单郸 （
２０ １ ３ ） ：

“

巴 西 新能源 政 策 及其效果分析
”

， 《 西 南 科技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会科 学版 》

第 ３０ 卷
，
第 ５ 期 。

②ＩＥＡ ．２０ １ ３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
ｌ
ｉｃ
ｙ Ｈｉｇｈ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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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电力 ， 则可以选择一个产能的机制可以创造一个安全的网络 ， 同时要保证通过法律建立
一

个适度的 电力容量市场 ；
较好的分布网络成本可以保证市场参与 ，

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市

场份额 ， 不断拓展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的网络 的主动性
；
提高低碳政策的 准确性和技术分布

的 目标 ，
使包括可再生能 源和其他低碳能源 的 应用达 到最大化 ， 提 高传统发 电 的市场 确

定性。

？

通过对能源气候变化地图的研究 ，
ｆｆｉＡ 认为 ， 全球 ２／３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 自 于能源领域 ，

而全球能源消费的 ８０％ 来 自于化石能源 。

？ 近年来 ， 温室气体排放增速
一直在加快 ， 从长期

看 ，
温度上升可能位于 ３ ． ６

°

Ｃ 和 ５ ． ３

°

Ｃ 之间 。 而 目前全球对控制温度上升 ２
°

Ｃ 的行动还不充

分 。 尽管从科学的角度看 ， 这一 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 但面临巨大的挑战 。 需要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

采取重大行动 ，
在全球层面达成广泛

一致的全球气候协议和共同行动 。

ＩＥＡ 的研究还表明 ，
２０ １ ２ 年全球与二氧化碳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１ ．４％

， 达到 ３ １ ．６Ｇ

吨
， 非 ＯＥＣＤ 国家的排放占 ６０％ 。 为了到 ２０ ５０ 年将温度上升控制在 ２

°
Ｃ 的 目标 ， 需要加强四

个方面的政策 ：

一是采用特殊的能源效率测量方法 （ 可以减少 ４９％ 的 温室气体排放 ） ；
二是

限制低效率的燃煤电厂的建立和使用 （ 减少 ２ １ ％ 的温室气体排放 ） ；
三是最低程度减少上游

油气生产的 甲烷排放 （减少 １ ８％ 的温室气体排放 ） ；
四是加快减少对化石燃料消 费的补贴速

度 （减少 １２％ 的温室气体排放 ） 。 同 时 ， 极端气候天气对能源生产也会产生影响 ： 对电 厂 、

电网 、 油气生产 、 风电场及其他设备的安装等都会造成危险 。

他们认为 ， 在控制全球温度上升 ２
°
Ｃ 的 目标情况下 ， 到 ２０ ３５ 年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净收

人需要增加到 １ ． ８ 万亿 ，
而煤电需要减少同样水平 ， 同时 ８％ 的煤 电在没有完全收 回投资的

情况下需要退役 ，
３０％ 的煤电厂需要配备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

而 目前正在生产的油气 田在完

全达标前不需要关闭 。 如果在 ２０２０ 年前不采取这些积极的行动 ， 成本代价会很大 ， 加人减少

１ ． ５ 万亿美元的低碳投资 ， 到时则需要多投入 ５ 万亿美元来弥补 。

丹麦 、 芬兰 、 瑞典等在内的北欧五国在其能源系统去碳化 的过程中表现突 出 。 他们制定

的 ２０５０ 年能源转型计划比公认的控制温度上升 ２
°
Ｃ 的最高 目标还严格 。 他们认为 ， 去碳化的

关键是电力生产和产业 、 交通和建筑领域能源的节能减排 ， 同 时利用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加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

２０５０ 年北欧地 区电力 生产全部去碳化 。 目前风电 占 电力生产 的 ３％
， 到 ２０５０ 年要 占到

２５％
； 产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６０％

， 具备能源效率评估和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
２０５０ 年

５０％ 的水泥厂 ，
３０％ 的钢铁厂和化工厂配备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 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要

从 ２０ １ ０ 年的 ８０００ 万吨减少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１ ０００ 万吨 ， 为此需要减少交通需求的增长速度 ， 减

少电动车的成本 ，
保证生物燃料的供应 ；

建筑领域的能源利用会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从 ２０ １ ０ 年

的 ５０００ 万吨减少到 ２０５０ 年的 ５００ 万吨 。
ＩＥＡ 的专家认为 ， 近期政策 聚焦现有建筑的改造 ，

长期发展需要应用先进的节能绿色的建筑技术 ， 结合城市规划和智能系统 ， 鼓励消费者改变

消 费行为和生活方式 。 这
一系统可以使能源系统转变成更加灵活 、 绿色和可持续 。 能源需求

和供给的改变 ， 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发展 ， 包括供暖 、 发电 、 电动汽车 、 城市垃圾处理 、 产

①ＯＥＣＤ／ ＩＥＡ ． ２０ １３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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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源利用等 。 现在北欧国家已经走出了积极的
一步 。

欧盟高度连通的能源系统为北欧国家提供了 巨大的发展机会 。 低成本 、 低碳的电力生产

和 电网的连通 ，
可以使北欧国 家成为主要 电力 出 口商 。 长期来看 ，

北欧 国家具有 出 口５０
－

１ ００ 太瓦时的电力潜力 。 而北欧的水电可以调节欧洲的 电力系统 。

根据全球能源发展态势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能源中 国展望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 》 在分析

全球能源革命和趋势的基础上 ， 针对中国 的能源发展状况 ， 提 出了
“

生态能源新战略
”

等系

列观点 。 主要包括 ： 大力推动煤炭 的清洁高效利用 、 从油气并举过渡到
“

稳油增气
”

， 加大

天然气开发和利用 、 以市场方式发展风能和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 积极稳妥发展核能 、 积极

推进
“

智能电网
”

建设 ， 完善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供应体系 、 大力推广节能技术 ， 高能源利用

效率等方面 。 同时 ， 将
“

生态能源新战略
”

作为核心情景进行分析并与 ＩＥＡ 的 《 国际能源展

望》 的
“

新政策情景
”

进行 比较分析 ， 使各种指标更加量化 ， 丰富了 中国对世界能源 的研究

内容 。 这一报告还指出 ，
要实现从现有的政策情景向

“

生态能源新战略
”

情景的转型 ， 需要

在政府政策 、
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上 出现一系列重要变革 ：

第一 ， 要求中 国更加积极主动

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议程 ，
积极调整推动 中 国能源的清洁化和能源生态文明建设 ；

第二 ， 推动

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 ， 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 ；
第三 ， 积极推动能源消费方式的转变 。

六 、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研究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的变化及对环境影响 的关注 ， 引发 了人们对全球能源治理问题 的新思

考 。 同时 ，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市场 的作用不断提升 ，
也迫切要求改革全球能源治

理体系 。 目前 ，
全球没有

一

个覆盖所有国家和地Ｋ的能源治理机构 ，
现存松散的 、 缺乏约束

力 的全球能源治理组织框架已经不适应全球能源发展趋势和变化 ， 需要各 国在多方面加强地

区性和全球性的能源治理体系的探索 。 各国通过沟通和协调保持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 ， 都可以在未来能源治理体系改革 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世界能源中国展望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 》 报告认为 ，

目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可以概述为
一

个多层次的能源治理体系 ， 包含五个层次 ： 第
一层次是居于政策协调和信息发布 主导地位的

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能源署 （ ＩＥＡ
） ； 第二层次是拥有主导地位 的油气生产 国和 出 口组织 ， 如

石油输 出国组织 （
ＯＰＥＣ

） 、 天然气输出 国论坛及非欧佩克资源大 国等 ；
第三层次是为适应全

球能源治理需求而建立的组织 ，
如能源宪章 （

ＥＣＴ
） 和国际能源论坛 ＵＥＦ ） ；

第 四层次是西

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性组织 （ 如世界银行 ） 框架下的相关能源机制 ；
第五层次是 Ｇ２０ 等新兴全

球性组织与诸多地区性组织中的能源治理机制？ （如 ＡＰＥＣ 中 的能源合作 ）
。

但是 ， 这些全球性和地区性能源治理秩序多形成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 盛行于九十年

代 。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 ， 面对新的 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 ，
这些能源治理体系进人 了调整期 。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国都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 区性能源治理体系的探讨。 许多国家希望

在平等 、 安全和可持续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对话与交流 ， 创造
一个新 的全球能源

治理新体系 。 随着中国能源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 ， 国际能源治理体系课题也引 起了国

内学者的关注 。

① 世界能源 中 国展望 课题 组
（
２０ １３

）
： 《 世界 能源 中 国 展望 Ｕ０ １３

—

２〇 １ ４ ） 》
，
第 ２５ ３

＿

２５５ 页 ，
北 京 ：

＇

社会科 学 文献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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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华 （
２０ １ ３

）

① 从全球角度探讨了全球能源治理问题 。 他认为全球能源治理是涉及 国

际能源政治 、 能源经济 、 能源外交 、 能源管理 、 能源安全各方面的综合性命题 ， 是
一

个参与

主体多元化 、 分配均衡化的过程 ， 其本质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整合的效率 ， 是世界各国能源合

作的制度安排 ， 推动制定规章规则 、 构建机构 、 促进合作 、 消除摩擦 、 减少风险 ， 从而有利

于各国合作发展 、 安全发展 、
和平发展 、 共赢发展 。 其核心 内容

一

是和平稳定 ，

二是共同发

展
， 从而建立起公平有效 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 全球能源治理是多层次 、 多边合作的延伸 ，

它超越国家治理范畴 ，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 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需要把握参与

普遍性 、 治理公平性 、 机制要素平衡性 、 治理方式多样性 、 治理透明性五项原则 。 目前 ， 能

源安全是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 ， 转型是全球能源治理的根本 。 他同 时指 出 ， 参与全球能源治

理是人类共同 的责任 。 以本国能源治理为基础 ， 充分考虑各 国发展的阶段性 ， 建立有效的 、

可持续的 、 公平的 、 安全的治理机制 。 人们还应该认识到 ， 构建全球治理能源架构是
一

项长

期 的任务 ， 是逐步发展 的过程 ， 必须坚持发展 、 平等 、 互利的原则 。 这也是全球能源治理的

根本方向 。

孙阳昭和蓝虹 （
２０ １ ３

）

？ 认为 ， 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组织架构分散在众多能够影响能源

治理的国际机构与国际规则 中 ， 仅仅在某一方面发挥着全球能源治理功能 ， 且约束力较弱 ，

难以有效应对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 由于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主体美国 、 欧盟和

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目前正处于博弈之中 ，
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 自上而下 的政府间全

球能源治理机制 ，
而改革趋势更可能是形成 自下而上的路径 。 在上述重要主体继续实施单边

能源政策的 同时 ， 应加强各国间 的相互沟通协调 ，
并注重发挥二十国集 团稳定能源价格及协

商能源事务的作用 。

于宏源 （
２０ １ ３

）

？ 则从近年来中国 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及新能

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的 角度 ，
分析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

景下 ， 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 内的突出现象 。 他认为 ， 这些事件背后的意 图不仅

是因为中 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 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 ，
而且折射 出

更深层次的 问题 。 国家之间 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 日趋激烈 。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

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 ， 并为 国际合作创造 了更多的机会 。 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 中 ，

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 的合作 ， 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 。 为此 ， 中 国的对策包括 ： 首先 ，

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要同时展开 ， 加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合作 ；

其次 ， 气候变化是推动中 国能源外交的主要力量
；
再次 ， 中 国必须应对能源功利带来的地缘

变化 ；
最后 ，

面对功利主义 ， 必须加强 中国能源领域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 。 中

国参与能源治理的 目的基于本国能源发展利益与 国际合作责任和承诺 ， 促进 中国 与世界能源

对话 、
互动 ， 提升全球能源治理能力 。

作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能源需求 的主要 国家 （ 如金砖国家 ） 在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是影

响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力量 ， 需要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 但是 ，
赵庆寺认为 ，

现有西方发达 国家主导的能源治理机制缺乏弹性和包容度 ， 并未有效整合金砖 国家 ， 难 以有

效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
而出 于共同维护能源安全与加快能源转型 、 实现

① 杨元华 （ ２０ １３
） ：

‘
‘

时代 呼唤全球 能 源 治理
”

， 《 中 国 远洋 航务 》 ， 第 １ 期 。

② 孙 阳 昭 ， 蓝虹 （ ２０ １３ ） ：


“

全球 能 源 治 理的 框架 、 新挑 战 与 改革趋 势
”

， 《经济 问题探 索 》 ， 第 １ １ 期 。

③ 于宏 源 （ ２０ １３ ）
：


“

全球 能 源 治 理的 功 利 主义和全球 主义
”

， 《 国 际 安全研 究 》 ，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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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优势互补 、 深化金砖 国家合作机制 、 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等方面的需要 ， 金砖 国家需

要进行能源合作 。 同时 ， 徐小杰认为金砖国家经济依存度较低 、 具有大致相同 的能源利益与

诉求 ，
面临共同 的压力与挑战 ，

也迫切需要提升多边能源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 ， 建立
“

能源金

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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