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能不过是新一轮新能源热的又一网红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3596.html 
来源：能源财经内参

氢能不过是新一轮新能源热的又一网红

 当今世界仍处于传统能源时代，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是高效能源，决定了未来相当长时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人类社会
的主体能源。

 一段时间以来，氢能似乎大有取代一切能源来源，成为人类社会主体能源之势。近十多年来，风能、太阳能、地热
能、潮汐能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轮番登场，花样翻新的新能源汽车也挤身其中，氢能不过是新一轮
新能源热的又一网红。

 令人遗憾的是，巨额投资刺激下，当今人类社会仍处于传统能源时代，55年间石油作为第一能源的地位从未被动摇
。消除能源贫困，提升幸福指数，是长期要为之艰苦奋斗的目标和任务，人类社会发展对高效能源的需求决定，目前
热捧的所有新能源都无法担当重任，传统化石能源是未来相当长时间人类社会仍然必须依赖的主体能源。

 当今世界处于传统能源时代，石油是第一大能源来源

 根据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发布的2018年版《全球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现状报告》，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
油第一，占比31%；第二是煤炭，占比26%；第三是天然气，占比23%。此外，核能占比5%，水电占比3%。因此，20
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传统能源占比88%，其中三大传统化石能源占比80%，这就是说当今世界处于传统能源、
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时代。

 纵向对比看，与2000年相比，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三大传统化石能源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重，没有任何
变化，19年间仍保持在80%，其中石油的比重虽然下降了5个百分点，但煤炭的比重上升了3个百分点，天然气的比重
上升了2个百分点，即石油所占比重的下降由煤炭和天然气的上升所替代。仅核电和水电合计比重，由9%下降到8%，
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从今年6月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2019年版《世界能源统计评论》看，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第一，占比3
3.63%；煤炭第二，占比27.21%；天然气第三，占比23.87%。此外，核能占比4.41%，水电占比6.84%。因此，2018年世
界一次能源消费中，传统能源占比95.96%，三大传统化石能源占比84.71%，这更加说明，当今世界的能源消费几乎全
部依赖传统能源，特别是高度依赖传统的化石能源。

 2000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90.96亿吨油当量，全部由传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核能和水电构成。与2000
年相比，19年后的2018年三大传统化石能源的比重，仅下降2.07个百分点，这就是说通过19年的努力，人类社会没有
能够改变自己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且煤炭的比重还增长了2.8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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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世界完成了能源消费结构由煤炭向石油的转变，石油占比39.4%，首次超过了煤炭的39%，成为第一能源来
源，人类社会自此进入了石油的时代，55年来石油一直稳定地保持着第一的地位。

 中美印决定了世界能源消费的现状，新能源进展有限

 多年来，巨额投资的刺激下，新能源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部分国家电力消费已高比例新能源化，但并不代表当
今世界能源消费的主流，真正决定当今世界能源消费形势的是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

 (一)中美印三国决定了当前世界能源消费的结构和形势

 当今世界计有195个国家，但从能源消费看，仅仅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就决定了当前世界能源消费的结构
和形势的变化。

 依据《世界能源统计评论》，中国、美国和印度是2018年世界前三大能源消费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合计为63.833
亿吨标准油，占当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46.04%，几近半壁江山。

 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3.9亿吨标准油，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增量合计为2.717亿吨标
准油，占比高达69.61%。这就是说，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超过三分之二，来源于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
国家。

 从分国别能源消费结构看，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是典型的高度依赖传统化石的国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当前世界
能源消费的结构。

 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2.735亿吨标准油，其中，煤炭排名第一，占比58.25%；石油排名第二，占比19.5
9%；天然气排名第三，占比7.43%。三者合计，为85.27%。因此，当今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不仅高度依赖三大传统化
石能源，最传统的煤炭，是中国最大的能源消费来源。

 2018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出现了自2010年以来最大的增长速度，总量达到23亿吨标准油，其中，石油排名第一，
为39.98%；天然气排名第二，为30.54%；煤炭排名第三，为13.78%。三者合计，为84.3%。因此，作为当今世界最大
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美国一次能源消费也高度依赖传统的化石能源。

 2018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8亿吨标准油，其中，煤炭占比第一，为55.88%；石油占比第二，为29.55%；天
然气占比第三，6.17%。三者合计，为91.6%。在世界三大能源消费国中，印度一次能源消费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最
高，而且与中国一样，最大的能源消费来源于最传统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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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分析，中国、美国和印度2018年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不仅主要来源于传统化石能源，而且美国石油和天然气
消费的增量还弥补了水电的下降。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61.02%来源于三大传统化石能源，印度为87.99
%，而美国的比例为108.19%。

 (二)德国和欧洲一次能源消费主要还是依赖传统化石能源

 在讨论近年来新能源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时，人们总是拿几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来作为例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德国。

 2018年新年第一天，能源转型过程中德国跨越了象征性的里程碑，可再生能源首次短暂覆盖了全部用电量。1月1日
上午6点左右，强风和低需求使风力发电提供了大约85%的电力消耗，其余由水电和生物质能装置提供。

 2018年，可再生能源成为德国最大的发电来源，占比上升到40%以上，超过了煤炭39%的份额。

 但是，2018年德国一次能源消费中，不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仅占比14.6%，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传统化
石能源合计占比78.88%，并依次排名为德国三大主要能源消费来源。

 2018年，欧洲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0.507亿吨油当量，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为1.722亿吨油当量，仅占一次能源消费
的8.39%。

 (三)巨额投资刺激下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仍十分有限

 根据《全球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现状报告》，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不包括生特质和废弃物在内，由风
光等构成的可再生能源为2.89亿吨油当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2000年同类可再生能源占比为1%，19年间，仅
增长一个百分点。

 2018年，世界总发电量为26672太瓦时，其中由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为1931太瓦时，占比8%。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为5.613亿吨油当量，占比4.05%。2000
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90.956亿吨油当量，可再生能源没有单列统计项。

 2018年，世界总发电量为26614.79太瓦时，其中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为2480.38太瓦时，仅占9.32%。

 2004年以来，不包括大型水电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不仅大幅超过传统能源的投资，且连续
九年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其中2017、2018年分别为3263亿和288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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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能源贫困提升幸福指数，只能由传统化石能源承担重任

 消除能源贫困，提升幸福指数，是人类社会长期要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下降，竞争力逐渐增
加，但能源转换的历史说明，人类社会进步需要的是高效能源，当前各种热捧的新能源，都无法承担未来人类社会主
体能源的重任。

 (一)高效能源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进步需要的是高效能源

 人类社会能源使用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为薪柴时期、煤炭时期、石油时期，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分别为农
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正是能源使用的革命，使得工业革命200多年来，人类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超过了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

 高效率能源替代低效率能源，是人类社会能源转换的内在规律，具体表现在单位质量的不同燃料完全燃烧后所释放
热量的差异，同样质量的煤炭热值比薪柴高，石油比煤炭高；能源的使用方式上，水车、风车被蒸汽机、内燃机、燃
气轮机和电动机所取代，并由此高生产力替代低生产力。

 高效能源的出现，提供了支撑高水平生产方式所必需的能源规模和质量，高水平的生产方式客观要求与高效能源相
匹配。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如此的内在关系，决定了今天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成
为人类社会的主体能源，今后也只有更高效的能源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体能源。

 人类社会主体能源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煤炭代替生物质的第一次能源转型耗时约70年，油气超过煤炭的第
二次能源转型耗时约5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油用了45年时间从1%的占比增长到世界能源的10%；20世纪初，天
然气用了超过50年才达到10%。能源转型缓慢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能源系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全球能源消费
由长寿命周期的机器和建筑所主导，其中汽车保有时间一般为10年以上，发电厂可以运行超过30年。

 (二)两个80%，决定了消除能源贫困的普通人解决方案

 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全球GDP总量为85.79万亿美元，年中人口数量为75.94亿人，人均GDP为11297美元。其中
，84.06%人均GDP在平均水平之下，49.1%人口处于中下收入和低收入状态。

 2018年，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为76吉焦。分地区看，由美、加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地区最高，为人均239.8吉焦；
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次之，为人均160.9吉焦；中东第三，为人均148.5吉焦；非洲排名最后，仅为人均15吉焦，只有世
界平均水平的19.74%；包括我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人均60.2吉焦，为平均水平的80.27%，其中我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
为96.9吉焦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类发展和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标明，在100吉焦水平以上，人均能源消费与人类
发展和幸福有很强的相关性，而超过这一水平后相关性逐渐减小。以这一指标来衡量，目前全人类都没有达到人均10
0吉焦的水平，其中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费低于100吉焦的国家和地区。

 12亿人口的非洲要摆脱能源消费的极贫状态，全球人均能源消费要逐步达到100吉焦，能源供应不仅要充足，更要
廉价，即提升人类社会幸福指数，需要的是能源发展的“普遍人解决方案”。

 (三)低密度和间隙性的本质，决定新能源承担不了主体能源

 一般意义上的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指的是可以在自然界循环再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资源，主要包括太
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热能等。

 太阳能和风能是新能源的典型代表，取代传统能源的途径主要有四个：发电、供热/供冷、交通燃料以及偏远乡村
的能源供应，其中发电是最主要、规模最大的用途。理论上，太阳能可提供全球所需全部能源，可利用的风能比地球
上可开发利用的水能总量要大10倍。但是，可再生能源基本上都是低密度、低效的，存在间歇性等天然不足，被称为
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只能对其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和利用。

 目前，风光等新能源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低于5%，占发电总量低于10%。虽然成本会持续下降，但研究界基本
一致的结论是，风光等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0%以后，系统性成本将会明显上升；而达到50%，仅备用电源
一项的成本就会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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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是宇宙中分布最广泛的物质，构成了宇宙质量的75%。海水中的氢全部提取，总热量比地球上所有化石燃料释放
的热量还大9000倍。氢能是目前已知最干净的能源，理论上可以称之为终极能源。

 不过，氢能是二次能源，需要使用其他能源来制备。当前，主要有化石燃料热化学制氢和电解水制氢两种主流技术
。目前，西欧地区94%的氢产量来自化石燃料，其中，54%是天然气制氢，31%是石油制氢，9%是煤制氢，无论是化
石燃料制氢还是电解水制氢，生产过程中都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有机构正在尝试，直接利用非化石燃料生产的电(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进行电解水制氢。

 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只要氢能的成本或增加值大于或小于生产用能源，就没有经济
性，也没有大规模使用或推广的可能，这同样适用于全部其他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2018年，全球煤炭占发电用能源的37.95%，天然气占23.23%，石油占3.02%，合计为64.2%；从我国看，煤炭占发电
用能源的66.54%，天然气占3.14%，石油占0.15%，合计为69.83%。无论是世界或我国，三大化石能源是发电的绝对主
力，其中煤炭位居第一。因此，即使不考虑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生产和后续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发展并推广充电式
新能源汽车，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

 从能源终端使用看，目前工业行业(包括非燃烧使用)消费了全球能源的约一半，其次是建筑消费了29%，第三是交
通消费的21%，其中用于发电的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43%。石油提供了交通能源需求的94%，是交通的绝对主导能
源。

 截止目前，世界主要机构发布的13份能源展望报告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虽然所有预测均显示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出
现增长，且增长主要来源于对发电的贡献，但204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高的为74%-79%，低的为60%-62
%，仍是未来人类社会的主体能源。其中，原油仍然是能源结构中最大的单一燃料来源，天然气将成为第二大来源，
全球煤炭需求仍将持续增长，仅西方的煤炭消费量继续下降，但东方的煤炭消费会继续增长，并仍将承担基荷电源的
责任。

 这一看法虽然有点残酷，但应该是基于对能源发展规律认识的较为客观的预测，虽然还带有一定的情怀成份，不过
很大的可能，它将是人类社会未来相当长时间，必须面对的残酷的能源消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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