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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可持续发展

中国能源消费面临的严峻形势和

存在的主要问题

王 征

一、中国能源利用现状。

1. 能源总 量 供 不 应 求。相 对 于 中 国 经 济

的增长势头，能源供需不均衡的状况长期存在。

据测算，国内能源供应的缺口量，到 2030 年约

为 2. 5 亿吨标准煤; 到 2050 年则增加至约 4. 6

亿吨 标 准 煤，其 规 模 约 占 年 能 源 需 求 量 的

1 /10。

2. 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在中国的能源消

费结构当中，新能源( 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电

等) 比例很低，而石油产量已不能满足交通的发

展，汽车拥有量的急剧增加更对能源提出新的需

求。中国已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家，而且进口量还

在逐渐增加，对石化类单一能源的高度依赖也成

为中国经济的致命软肋。

3. 能源消费强度大，利用效率不高。中国

的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发达

国家的 4 倍，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方式

导致总能耗不断上升，能源效率严重低下。中国

能源消耗强度高于西方的程度，远高于中西方产

业结构差异所带来的能耗差，这说明中国的能源

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

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

上。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 如工业部门、交

通部门、建筑部门) 以及普通居民，对能源利用的

效率普遍都很低。

4. 能源转化效率欠佳，传输储存手段落后，

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远远不够。以

城市能源供给方式为例，供电、供水、供热基本都

是通过电网、水网、热网单独完成，单线系统中过

剩的能量绝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

二、中国石油供给面临的严峻形势。

1. 石油需求增长加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

足。由于陆上老油田的资源逐渐枯竭，石油生产在

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到 15. 2%，而同时

由于汽车等耗油工具的大量增加，石油消费在能源

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却不断上升，石油短缺已经构成

中国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2. 石油供给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1993 年

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 年中国原油

进出口逆差出现。近年来，中国石油和原油对外

依存度( 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 呈逐年上

升趋势，2012 年石油和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

57. 8% 和 56. 4%。仅从 2006 ～ 2012 年，中国原

油的进口量就由 14 517 万吨上升至 27 102 万

吨，增长率为 186%。研究表明，今后 20 年，中国

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

的 2 ～ 5 倍，到 2020 年，中国每年需进口的原油

和天然气，将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 70% 和 50%。

根据 IEA( 国际能源总署) 的数据，目前全球石油

需求增长的 1 /3 来自中国，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

存度已经超过 40%。IEA 还预测，中国在未来

20 年石油进口量将增加到每天近 1000 万桶; 一

次能源的需求比例将占全球的 16% ; 新增能源

需求的比将达到全球的 31%。

3. 海洋石油开发阻力重重。近年来，周边

国家在南海油气开采持续增加，南海领土争端不

断升级，其基本情势是: ( 1 ) 周边国家争端不断。

( 2) 外围大国主动介入。( 3) 中国海上军事实力

尚难以对海上石油供应 ( 特别是咽喉水道) 、开

发形成完全有效的控制和保护，海空军协同作战

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 4 ) 深海开采技术不足。

一是形成完全的深水作战能力还有待时日; 二是

大位移井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还面临一些新的技

术问题; 三是南海环境条件复杂，使得深水油气

开发工程设计、建造、施工面临更大的挑战。

( 田风摘自《当代经济管理》2015 年第 2 期《基于南

海局势的我国能源战略发展方向及其相关投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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