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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中国能源消费现杖和趋势 消费实现了自 1984年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 2004年，所

据美国能据部能源情报署 (EIA) 完成的《国际能 有燃料消费的增长都超过了过去 10年的平均增长率，强

源展望 2004)) 基准状态预测，世界能据消费在 24 年内 劲的能惊消费推动了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的价格上涨

唱' (2001- 2025年)将增加54%，全球能源消费总量预 至历史新高。 

计将从2001 年的 4.3 X 10 17 千焦增加到 2025 年 6.8 x «BP 世界能据统计 200卸的数据表明，全球石油

10 17 千焦。图 l 示明全球各种一次能源消费及预测。表 

表 1 未来世界能源需求
l 和 2分别要Ij出未来世界能源需求政消费构成。全球化

石能源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日本、欧盟等能源
地区 r需求2量010年 

机构预计，其峰值将在 2020 - 2030年出现，井在本世• 
纪内基本开采殆尽。 

北美 

欧洲 
2004年是全球能据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年

亚洲 

头。在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的推动下，全球一次能糠的
中东 

唱， 
非洲 

10" 干焦 
中南美洲250 T一一-

历史数据 世界 

数据来源200 

150

类 glj 

石油 

• 100

可再生能.50 
回国国翩翩 天然气 

核能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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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1 全球各种一次能源消费及预测 其他 

比例，%

33.56 29.47 

33 , 16 29.12 

31. 77 27.90 

5.85 5.14 

3.38 2.97 

6.14 5.39 

113.86 100.00 

2020 年 

需求量 比例，%

37.71 29.26 

34.99 27.15 

37.73 29.27 

6.85 5.31 

3.98 3.09 

7.63 5.92 

128.89 100.00 

亿吨，由当量

2025 年

需求量 比例，%

39.62 29.03

35.76 26.20

40.55 29.71

7.51 5.50

4.30 3.15

8.76 6.42

136.50 100.00

Annual Energy Outlook , 2004 , DOE/EIA，下同 

在 2 未来世界能源消费构成 
%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25 年

36.84 37.80 37.ω 37.60 
•~

23.67 24 .44 27.19 28.40 
m飞飞口‘〉二>

27.17 23.07 21. 97 21. 7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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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可供生产 40 多年，天然气和煤炭贝 /J分别可以供应 的重要举措。


67 年和 164 年。 我国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1- 2004年，中国年总


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9.5%，推动国内能 能源消费量分别为13.5 亿吨(标煤、下同)、 14.8 亿 帽'
源需求总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15.1 %。作为全球能顺市 吨、 16.8亿吨和 19.7亿吨，增速分别为9.6%、 13 .5

场日趋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惊消费目前己占 %和 17.3%; 而这四年，中国能源的总生产量分别是 

世界能据消费总量的 13.6% ，使得世界越来越将能j原 12.09亿吨、 13.84亿吨、 16.03亿吨和 18.46亿吨，增

话题聚集在中国和亚太地区。 速分别为 14.5% 、 15.8%和 15.2%。表 4 列出 1993 ~ 

国际能源局 (IEA) 在 2005 年"哈特 (Hart) 世 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反构成。 •
界炼油和燃料会议"上指出，到 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 在 4 1993~2004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年份

将增长 60% ，分析认为，届时仍将有"足够"的资掠可

满足需求。怎样满足预期增长 60% 的能拥需求? IEA 一计卫fz川旦?? 水电 

认为，中东将增加投资以扩增常规石油资源产能，非 5.2 

常规石油资源如抽砂等将加快开发利用，氢能将有少
1994 122737 75.0 17.4 1. 9 5.7 

帽， 

1995 131176 74.6 17.5 1. 8 6.1 
量应用，可再生能拥将有更大发展潜力。 

1996 138948 74.7 18.0 1. 8 5, 5

IEA也指出，能橱需求增K60%， CO2排放也将增 1997 137798 71.7 20.4 1.7 6.2
 

多，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 3 世界排放 CO 2 的 1998 132214 69.6 21.5 2.2 6.7
 

尽管国际气候变化协议(京 前 20 位国家(地区)排名 1999 130119 68.0 23.2 2.2 6.6
 •
都议定书)要求降低CO2排 排放 CO， 2000 130297 66.1 24.6 2.5 6.8 

放，但随着发电和石油需求
排名 国家(地区)

(百万吨) 2001 134914 65.3 24.3 2.7 7.7
 
美国 5713 2002 148222 65.6 24.0 2.6 7.8
的增长， CO2 排放仍在快速

2 中国 3176 2003 67.1 22.7 2.8 7.4 
俄罗斯 1553 2004 69.0 22.3 2.6 6.2

增多。据美国《化学与工程

新闻》杂志统计报道， 2004 4 日本 1182 • 
年世界排放CO2的前 20位国 印度 1010 图 2示明中国和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 2004

家(地区)中，美国是CO2 6 德国 860 年，中国消费能拥总量接近 20 亿吨(标煤) ，在世界能

排放最多的国家，达57.13 7 美国得州 656 据消费排名中仅位于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从煤


1乙吨g 其次是中国，为31.76 炭、原油和天然气兰种能源消费结构看， 2004年中国消


亿吨:第三位是俄罗斯，为 l
9
nu 

加拿大

英国 570 
费最多的是煤炭，消费量达 18.7 亿吨，增速为 14.4% ，


意大利

577

449
• 

15.

为 1

53亿吨:第四位是日本，

1.82亿吨 g
II 韩国 431 

而中国的煤炭又主要用于电力、石油和化学工业。 2004


第五位是印 12 怯国 412 年中国原油消费量为 2.9 亿吨，增速为 16.8%; 天然气


度，为 10.10亿吨。美国得 13 澳大利亚 391 消费量达 415 亿立方米，增速最快，达 18.5% 。
 

单位:吨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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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 14 美国加州 383 

别位居第 7和第 14位，分别 15 南非 378 

为 6.56亿吨和 3.83亿吨，见 16 乌克兰 376 

去 3 。减排温室气体的任务
17 墨西哥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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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IEA预测，未来石油 20 276 
日
H需求增长的大多数将来自运

数据来报 C&EN , 2005-7-11 :26
输部门。运输部门占全球石 图 2 中国和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

油需求的份额，将从现在47%增大到 2030 年 54%。 中国自 2002年人均 GDP超过 800美元以后，表明

到 2030年，替代能拥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不仅将 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这二结论还可以从

成为重要的能拥使者，而且将成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近三年来中国第-、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的统计 •
国 20川0.3 •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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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找到佐证。 2004 年中国 GDP增长达 9. 当%，其中

第一产业增长 6.3% ，第二产业为 1 1. 1% ，第三产业

为 8.3%。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 
增长速度;而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增长速度为 1 1. 5% ，

又高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而石油和化学工业是对工

业增长速度贡献最大的重工业之一。

•	 
尽管煤炭仍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但在进

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以来，中国能据消费结构已出

现新的变化，天然气和原油的消费增速比煤炭消费增

速加快。

据预测， 2010年和 2020年中国三种能掘的生产量

•	 分别为:煤炭 23.6 亿 -24.6 亿吨， 27.5 亿 -29.4 亿

吨 a 原油1. 8 亿-1. 9 亿吨， 1. 9 fz.. - 2 . 0 fz..吨 g 天然

气 800 亿 -1000 亿立方米， 1300 亿 -1500 亿立方米。

而 2010年和 2020年中国三种能橱的悄费量分别为:煤

炭 23 亿 -24亿吨， 27 亿- 29 fz..吨 z 原油 3.6 fz.. - 3.9 

fz..吨， 4.2 亿 -5.0 fz..吨:天然气1000亿 -1250亿立•
方米， 1800亿 -2500亿立方米。不难看出，未来5

10年，中国煤炭国内生产量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量，

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原泊的

缺 U 最大。

唱' 但作为我国能拥结构主体的煤炭，其探明储量将

在 81 年内采光，石油资源将在15年内枯竭，天然气资

源也将在30年内用尽，其时间表均早于全球化石能源

枯竭速度。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时不我待，«中

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据怯》已于2006 年 1 月 1 S 正
晴'

式施行。

据日本瑞穗证券公司最近估计，目前中国每生产l

美元产值需使用800克原油，美国为230克，日本为130

喃自E锢噩
克。 2005 年 5 月召开的中国能拥战略高层论坛，出现

这样二组数据: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能源效

率、单位产品能艳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产

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我国能拥利用率为33 

0/0'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节能潜力巨大。

我国工业产品能帽、原材料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 

75%左右，若降低一个百分点就能取得100 多亿元的

效益。注重能据资掘节约和合理利用，以缓解能惊资 

j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提高能i原资j原利用效率，同

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任重而道远。 

2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为获取充足的能拥而拼搏，而

且无不对解决能惊问题的决策给予了极大重视，其中

可再生能糠的开发与利用尤为引人注目。可再生能源

是清洁能橱，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技术

的发展，使得风能、生物质能以反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惊得到开发利用。随着化石能捆的日趋枯竭，可再生

能源、终将成为化石能糠的替代品。

世界大部分国家能源供应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

展的需要p 煤、石油等化石能糠的利用会产生大量的

温室效应，污染环境。这一系列问题都使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范围内升温。从目前世界各国既定能源战略来

看，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己成为未来世界各

国能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业内人士预测，到2070年，世界上80%的能拥

要依靠可再生能源，毫无疑问，该产业的前景是非常

广阔的，这一点从各国政府制定的未来可再生能师、开

发日标中也可见一斑(见表5) 。

表 5	 部分国家和l订的未来可再生能源开发目标

曲' 2004年 

美国风电比例约为1%

加拿大

德国风电比例为4% ，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为8%

英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为4.3%

it国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6.8%• 
日本 可再生能源产量占能源需求的 3%

韩国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为 2 ， 1%

唱'
中国 风电比例约为 0.2%，可再生能源

占能源消费总量 10% 

2010 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将达7.5%

将风电产量提高5 倍

风电比例将达12.5%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10%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 22.1%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1.35%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将这 5%

可再生源能发电比例将达 5.3%

2020年 

风电比例将达5%，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20%

水电比例将达76%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20%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20%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将达 20% 

风电比例将达 2%，可再生源能发电比例 12%

2050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

将达 50%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

将达 50% 
ζ盯『丁‘一

zmrQ-

飞飞飞<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将达 工巳h

30% , 2100年将达 50% 飞....::.:，

口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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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洲、日本等能源机构预测，2020年，光伏

发电将占到全球发电量的1 %, 2040 年将占到全球发

电量的 21% ， 2050年左右，太阳能将成为全球主力替

代能源。

中国太阳能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分析认为，化石

能源的开采峰值为2020 - 2030年。化石燃料开采峰值

距今只有十几年到二十几年，能拥结构变化是一个非

常现实的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化

石能惊最终将被艳尽，因此开发可再生能掘和新能源

技术不但非常必要，而且非常紧迫。我国能源供应形

势和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结束对化石

能橱的过分依赖，大力发展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特

别是光伏发电，以早日实现太阳能在我国能拥结构中

从补充向替代角色的转变。我国属太阳能资源丰富的

国家，全国 2/3以上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大于 2000小时，

太阳能理论储量达 17000 亿吨标煤/年。其中，西藏、

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的总辐射量和日

照时数为全国最高，特别是西藏西部地区，年太阳最

高辐射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潭。我国从

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探索利用太阳能进行光伏发电，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还

存在很大差距。在我国能拥结构中，目前太阳能等日J

再生能惊利用的比重很小，在光伏发电方面，我国 20

多年光伏电池累计用量仅为 45MW，目前还段有大型

的光伏井网发电系统。而在世界范围内，如{惠国、美国

等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一批千瓦级井网光伏发电系统， 

2004年一批兆瓦级光伏井网发电系统也己

•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世

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政策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掘的利用与发展趋势看，风能、太 • 
阳能和生物质能发展速度最快，产业前景也最好。主

要可再生能顿的利用增长率远高于常规能憬。风力发

电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中成本最接近于常规能源，

因而也成为产业化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拥技术。风能是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橱，年增长率边 27% 。 • 
近年来，部分欧洲国家的可再生能拥事业得到了

迅速发展。西班牙 2003 年风力发电装机占到全国发

电装机总量的 4% 。德国存-过去的 11 年间，风力发电

量增长了 21 倍， 2003 年占全国发电量的 3.1 %。瑞 •典和奥地利的生物质能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高达 

15% 以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集团，

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连续 10 年可再生能拥发电

的年增长速度都在 15%以上。以德国、西班牙为代表的 • 
一些国家通过立陆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惊的发展， 1999

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均边到 30%以上。

美国一些州已着手启动可再生能源立怯。如宾夕

?去尼亚州己于最近立泣，到 2018 年，该州将布 18% 的

能拥来自可再生能源:蒙大拿州、|立 i去，到 2010 年，该 • 
州发电的 10% 将来自可再生能拥、 2015 年时将达到 

15%; 北达科他州的立居要点是，增加风力、乙醇和生

物柴油的应用 g 衣阿华州于 1999 年就通过可再生能源

标准，现有超过 600MW的风能发电正在建设中。美国

中西部将重点发展基于农业的可 • 
经开始建设，甚至印度、菲律宾和非洲|一些

表 6 各类能源的发电成本 
再生能掘，包括风能、生物质能、

国家也开始建设大型井网光伏发电系统。 美生二土L吐 生物气体(由粪肥和植物废物发
能源类型 成本范围平均成本 

20 世纪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一
核能 1.5 -3 2 

生甲皖)、氢气(由乙醇制氢)和

批可再生能j原新技术的产生，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全球可再生能帽的发展己经步入

矿物燃料

煤 2-5 3.5 

生物柴油，这些可再生能 i原对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都积极有效。截
• 

了新的阶段。国际能i原机构的研究资料表 原油 3-5 4 至 2005 年 8 月，汽油价格己上涨

明，在大力鼓励可再生能源进入能源市场 天然气 2-5 到大于 2 美元/加仓 (4.3 元人民

的条件下，到 2020年，新的时再生能拥(不
可再生能源

币/升) ，乙醉燃料己具再经济士

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和大水电)将占全球能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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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性。

源消费的 20%. 可再生能拥在能惊消费中
潮 19

测算表明，到 2015 年，新能

总的比例将达 30% ，无论从能帽、安全还是
波浪

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手IJ 用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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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求来看，可再生能 i原将成为新能源 地热 7-9 3000 多万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

的战略选择。表 6 列出截至 2003 年的各类 生物质 2.9-8 6 以及 200 多万吨二氧化硫等污染 •能帽的发电成本。 小水电 5-10 物的排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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