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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能源展望（2019）》数字背后的逻辑与判断 

 4月9日，《BP世界能源展望（2019）》中文版在北京发布，BP能源经济团队为中国读者呈现了世界中长期能源展望
的最新发现，考察了塑造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不确定因素，探讨了不同外界假设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启示，提供了一种
优秀的能源战略决策框架和范式。

 撇开枯燥乏味、难以记忆的总量、增速与占比，本文重点关注《BP世界能源展望（2019）》所描述的大趋势与大变
化，试图总结在数字背后隐含的逻辑与判断。

 人类发展需要更多能源，当前减排举措成效有限

 世界能源发展面临“更多能源”与“更少排放”的双重挑战。当今时代，世界能源发展面临双重挑战，既要满足不
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要减少碳排放。减排，已是广泛共识和切实行动，但现行举措引领下的发展路径，较《巴黎协
定》减排目标相去甚远；节能，在能效提升支持下取得积极成效，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繁荣经济与优质生活的追
求，可轻易对冲能源强度的下降与能源结构的调整。

 世界能源需求承受巨大增长压力，提高能效是应对双重挑战的关键。各界的普遍预期是，未来二十年全球能源需求
增速将低于前二十年；但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口将从低收入迈进中等收入，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是推动全球经济与能
源发展的关键力量。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指出，在人均能耗100吉焦/年以下，人类进步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
密切联系，超过这一水平后相关性逐渐减小，而当前全球约八成人口处在该水平之下。若要更多人口享受经济繁荣，
世界能源需求将不可避免大幅增长，这是在减排已成共识背景下人类必须认识的客观规律。若大幅降低部分发达国家
的较高人均能耗，节省下来的能源便可满足全球需求增长，由此可见提高能效是应对双重挑战的关键。

 全球能源发展重心持续转移，供需格局深刻调整。1990年对比2040年，经合组织国家与非经合组织国家占全球能源
消费的比重互换，从2:1转变为1:2。从地区和国家维度看，美国致密页岩油与页岩气在2025年前快速增长，美国从小
体量能源进口国转变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受经济转型升级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煤炭占比大幅下降，非化
石能源快速增长，始终占据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地位；受天然气拖累，俄罗斯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地位下降，但仍是全
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印度在十年内超越中国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中煤炭消费明显增加
；非洲受持续低生产率所累，人口占比持续提升，但能源占比仍然较低。

 采取全面政策措施大幅减排刻不容缓。为实现《巴黎协定》减排目标，提高碳价是关键举措，此外还包括石油主要
用于交通和非能利用、通过循环经济带动能效提升、改造现有建筑、制定更加严格的建筑和电器能效标准、储能和需
求响应在电力清洁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配合煤电和气电广泛使用CCUS。更大幅度的减排困难巨大，一方面是交通
中重型卡车、航空、航运还未看到电气化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工业中钢铁、化工、水泥等行业离不开化石能源提供的
高温或者碳元素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业界的普遍共识是若无电力的深度低碳化，其他领域的努力也很容易被抹杀。此
外，终端能源中仅2/3可被电气化，剩余的1/3还需要氢能、生物质能、配备CCUS的化石能源利用，以及负碳技术，
如地表固碳、空气直接碳捕获、生物能碳捕捉与封存。

 中国对世界能源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经济从以高能耗行业为主向以低能耗商业服务为主持续转型，加之
能效提升政策落地实施，中国是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能源低碳发展的超预期表现，是
近年《BP世界能源展望》持续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下调全球煤炭需求作出了主要贡献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大力发展加快了其学习曲线的下降速度，大幅降低了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
有力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在其他地区的渗透。

 效率提升减缓了各部门的能耗增长

 工业能耗增长放缓，非能利用稳步增加。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增长放缓，重心由中国向印度、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转
移，增量全部由天然气和电力来满足，工业用煤受中国、欧盟、北美清洁低碳发展的影响而下降。受化工、润滑剂、
沥青等需求增长驱动，非能利用稳步增加，成为石油需求增长的最大来源。若加速收紧塑料制品监管并逐步禁止一次
性塑料制品使用，非能利用的增长速度将有效放缓；但若不进一步开发替代材料、不广泛回收再利用，禁塑令也有可
能导致需求增长和排放增加。

 交通能耗增长因效率提升而明显放缓，石油依然是交通主导能源。发展中国家对交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大幅增
长，全球交通服务需求几近翻番。但相较过去，交通部门能源需求增长明显放缓，一方面是覆盖更广和更加严格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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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标准加速燃油效率的提升，这其中既包括小型乘用车平均燃油效率近50%的提升，也包括柴油卡车燃油效率的实
质提升，但航空、航运领域的效率提升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是自动驾驶与共享出行带动交通电气化快速推进。从能源
品种看，交通领域电和气对油的替代力度并不大，石油依然是交通的主导能源，电力使用主要集中在小型乘用车、轻
型卡车和公共汽车，天然气使用主要集中在长途道路运输和海运。若要加速交通部门碳减排，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更
加严格的效率标准、更大范围的燃油车禁售、更高程度的交通共享服务、更高比例的生物燃油消费、更加激进的强制
报废制度。

 建筑能耗增速最高，增长以电为主、以气为辅。受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中产阶级壮大推动，建筑部门能源需求增
速超过工业和交通部门。分品种看，建筑部门能源需求增长以电为主，主要来自照明、制冷、电器使用需求增加；天
然气消费小幅增长，主要在采暖和烹饪领域替代煤、油的消费。分地区看，经合组织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建筑能耗基本
持平，服务需求增长与能源效率提升相互抵消。

 电力消费增长强劲，可再生能源占比快速提升。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电力消费逐步脱钩，电力需求增长有限，
可再生能源的渗透一定程度取决于现役机组的淘汰速度，因此还需政策和财税有所施压。而在发展中国家，电力需求
的强劲增长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但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或未能与需求增长相互匹配，仍可能带来煤电及碳排放
的增长。

 世界继续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快速渗透

 或早或晚，石油峰值终将到来。石油需求增长较以往明显放缓，或早或晚，在未来20年内石油峰值终将到来。在需
求侧，分地区看，经合组织国家需求持续下降，增长主要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分部门看，交通仍是贡献主力，其燃
油效率的提升速度及电气化的普及力度是决定石油达峰的关键因素。在供应侧，近期增长主要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非
OPEC成员国，远期仍需OPEC成员国发挥基础支撑作用。无论石油何时达峰、峰值多高，毋庸置疑的两点是未来20
年石油在全球能源系统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仍需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障供需平衡。

 天然气供需两旺，全球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天然气需求基础广阔、增长强劲，将超越煤炭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品种
，且与石油的差距不断缩小。在需求侧，各行各业对天然气的需求广泛增长，其中工业与发电的贡献较大，交通增速
快但总量小；在生产侧，液化天然气的扩张明显提高了天然气的可获得性，其中推动者有中东、俄罗斯、美国、非洲
等；在传输侧，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规模在本世纪20年代末或超越跨境管道贸易，尤其在非经合组织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将是影响天然气需求增长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快速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重构了全球天然气运输贸易格局，全球融合
、竞争充分的一体化市场逐步形成，其中亚洲依旧是进口主力，但内部重心从日本、韩国转向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
国家，中国需求的快速增长将通过内陆管道和海上液化两个渠道满足；欧洲成为全球进口角力的关键，既是液化天然
气的平衡市场，又是管道天然气与液化天然气的竞争中心，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其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考量
。

 煤炭需求总体平稳，与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经合组织国家与中国的需求下滑，被印度及亚洲其他地
区的增长所对冲，煤炭在全球能源系统中的重要性下降至工业革命以来的最低水平。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印度
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储量丰富、价格低廉、技术成熟的煤炭将作出重要贡献，这就要求在能源需求
的电气化和电力系统的低碳化之间做好权衡。

 核电保持平稳增长，与过去20年趋势基本一致。核电平稳增长的背后是两股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受机组退役
及新增有限影响，经合组织国家核电规模大幅萎缩；另一方面，中国核电强劲增长，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总规模。

 水电增速较过去20年大幅放缓。水电放缓的背后，主要是中国水电开发不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扩张期已经结束
。而全球水电增长将更为广泛，拉丁美洲、非洲、其他亚洲都不同程度增长。

 非水可再生能源终成全球最大发电能源。得益于风电、太阳能发电成本的持续大幅下降，非水可再生能源终成全球
最大发电能源。与其他能源相比，非水可再生能源以最快地速度渗透全球能源系统。从1%到10%，石油花费了大约45
年，横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天然气从20世纪初开始，花费超过了50年。能源转型如此缓慢，主要是能源投资巨大
，技术普及、设施更新需要数十年时间。而非水可再生能源要在全球能源系统中达到10%，预计仅需15～25年。（国
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江涛 翁玉艳 张春成 单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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