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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发展让能源竞争日益激烈
《BP世界能源展望（2018年版）》指出，到2040年，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非化石燃料

将各占1/4，呈现最为多元化的态势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2040年，全球能源结构将

会如何呈现？日前发布的《BP

世界能源展望（2018年版）》（以

下简称《展望》）中文版一言蔽

之：到2040年全球能源结构将

呈现最为多元化的态势，石油、

天然气、煤炭和非化石燃料各

占1/4。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戴思攀认为，随着能源多元化

发展，能源竞争将日益激烈。

能源结构持续多元化

《展望》设定了一种基于目

前政策、技术和社会发展类似

的“渐进转型”情景，在此情景

下，石油需求在展望期内持续

增长，最后几年趋于平稳；天然

气需求增长强劲，超过煤炭成

为第二大能源来源，同石油一

起占据世界能源半壁河山。

石油领域，在展望期内的

早期阶段，美国致密油是供给

增长的驱动力；随着中东生产

商采取扩大市场份额的战略，

欧佩克将从21世纪20年代后

期成为供给增长的主力。交通

运输业依然是全球石油需求大

户，占整体增长的一半以上。

2030年之后，石油需求增长的

主要来源是非燃烧部门，特别

是作为石化产品的原料。

天然气领域，驱动力包括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工

业化和电力需求水平的不断上

升、“煤改气”的持续推进，以及

北美和中东地区低成本能源供

应的不断增加。到2040年，全

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量将增加一

倍以上，有约40%的增长发生

在接下来的5年内。到2020年

代初期，液化天然气总量将超

过跨区域管道天然气运输。值

得一提的是,《展望》还分析了

在“煤改气”政策力度减小的情

景下,天然气发展或有所减缓，

增长约为年均1.1%。

《展望》指出，美国在石油

天然气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扩

大。美国在全球石油（原油和

天然气凝析液）生产中的份额

从现在的12%上升到2040年

的18%，这一比例超过全球第

二大能源生产国沙特（13%）。

在天然气方面，美国的领先地

位更加明显，占2040年全球天

然气生产的24%，位居第二的

是俄罗斯（14%）。

2040年，美国出口石油和

天然气共计3.6亿吨油当量，相

当于2016年全球油气贸易量

的9%，低于全球最大石油天然

气出口国俄罗斯(2040年7.8亿

吨油当量)的一半，而美国也依

旧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

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因此，

其净出口仅占全球贸易份额的

一小部分。

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强劲

随着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逐步取

消，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日益

增强，成为增速最快的能源，到

2040年可再生能源增长超过

400%，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

50%以上。其中，中国是最大的

增长来源，增长量将超过经合组

织国家的总和。美国失去其作

为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的地

位，在全球生产中的比例将从

目前的24%下降至2040年的

15%，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可再

生能源占比上升至约30%。

《展望》认为，中国是过去

20年间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同时也是全球能源增长的

最主要来源。目前，中国快速

工业化接近尾声，正在寻求更

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一方面，

能源增长需求放缓，另一方面，

其能源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

《展望》预计，到2040年中

国将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

24% ，占 全 球 净 增 长 量 的

27%。中国的能源结构持续演

变，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

将从 2016 年的 62%下降至

2040年的36%，这与过去20年

里煤炭为中国快速工业化提供

绝大部分能源形成鲜明对比。

相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水电

发展迅速，将从2016年的 3%

攀 升 至 2040 年 的 18% ，占

2040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的

80%。可再生能源将接替石油

成为中国第二大能源来源。

《展望》还预测，需求增长

下降和向低碳能源转型导致中

国能源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在

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戴思攀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渐进转

型”情景下，2040年能源使用导

致碳排放年约增长10%，远低

于过去25年的增长速度，但仍

高于为实现巴黎协定承诺所需

达到的降幅，要对碳减排施加

更大的压力，以求突破。“碳定

价机制是一个关键因素，为激

发各方的意愿，未来碳交易价

格的较大幅度上升是完全可能

的。”戴思攀说。

谁是市场竞争最大受益者

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快速增

长，正在导致有史以来最多元

化的能源结构变化，这意味着

能源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中国是能源市场竞争下

最大的受益者。”戴思攀表示，

能源结构多元化带来的激烈市

场竞争，在未来将降低中国的

能源消费成本。

《展望》认为，到2040年，

在全球能源产量增长34%的前

提下，中国的能源总产量将增

长45%。其中，可再生能源将

增长789%，占全球可再生能源

的31%；其次为核电和天然气，

分别增长574%和194%。

戴思攀将能源市场的竞争

分为三个维度，一是不同种类

能源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二是每种能源内部的不同生产

者竞争越来越激烈，三是随着

能源需求增长的速度减缓，给

能源企业带来更大竞争压力。

“在石油方面，OPEC国家

要和美国的页岩油竞争；在天

然气领域，美国的页岩气要和

俄罗斯以及卡塔尔的天然气相

互争夺市场份额等等。”戴思攀

表示，尤其是起到互相替代的

能源，会在应用端比如电力行

业开展角逐。

《展望》显示，接下来的22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将

不断上升，从2016年的34%升

至2040年的43%。届时，中国

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页

岩气生产国，产量增至220亿立

方英尺/日。

“未来10年～15年后，卖往

亚洲的天然气很可能只有一个

单一价格，无论它们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还是卡塔尔。”戴思攀

表示，对液化天然气而言，流动

性的全球天然气市场能产生具

有竞争力的天然气市场价格，

这将是最终消费者所要支付的

价格，天然气来自哪里变得不

是那么重要。

“美国与卡塔尔有可能成

为全球最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

和供应国。”戴思攀说，美国的

加入将大幅提升原先以卡塔尔

为主导的天然气市场的流动

性，中国将从全球整合的天然

气价格中受益。

□ 本报特约记者 刘舒凌

位于新北市瑞芳区的深澳

火力发电厂扩建计划，连日来

成为台湾社会焦点事件。民进

党当局与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新

北市政府、电力公司与厂区居

民及环保团体相互指摘，矛盾

激化。

1960年第一部机组并联发

电的深澳发电厂，曾是全台最

大发电厂。因机组老旧、发电

效率低，该厂 2007 年停止发

电，展开更新扩建计划，新机组

发电量（160万千瓦）可达原机

组（40万千瓦）的4倍。

然而，选用燃煤机组带出

空气质量、环境保护相关问

题，因当地居民反对而停摆多

年，去年计划重启以来持续引

发争议。

新北市政府今年年初宣

布不再核准发电厂“生煤使用

许可”，声言燃煤机组会使得

当地空气污染防治努力化为

乌有。环保团体称，电厂所在

地深澳湾有“水晶宫”美称，过

去10年因干扰减少而逐渐恢

复的水下生态系，将因发电厂

冷却口带来的水温升高再受

冲击。

争议表层之下，是台湾亟

待纾解的能源政策难题。民

进党当局被自身“2025‘非核

家园’”的选举承诺所困，在未

来数年核电厂陆续停止发电，

使用绿能及其他替代能源又

被普遍认为是缓不济急的情

况下，亟须大量使用燃煤发电

填补北部地区供电缺口。

据台湾电力公司 2017 年

统计，北部地区电力净尖峰供

电能力(1363.6万千瓦)占全台

34.5%，尖峰负载（1420.9万千

瓦）为 39.3%，有 4.8%（57.3 万

千瓦）缺口。即便采取积极节

电措施，到 2025 年该地区用

电量将增至 1541 万千瓦；若

无深澳电厂机组加入，供电量

将减少 74 万千瓦，缺口进一

步扩大；只是依赖中部或南部

地区送电，一旦出现地震等变

量，北部地区工商业极易受到

冲击。

但是，过去一年来，总装机

容量为578.8万千瓦的台中火

力发电厂“火力全开”，已造成

中部地区严重空污，也使得北

部民众对新增燃煤发电保持警

惕。同时，去年8月15日发生

多地无预警大停电事件招致民

众及企业界强大压力。

被视为重点工程的深澳电

厂扩建计划，还需过数关。在

北部，多位民进党籍民意代表、

地方县市长已倾向重启环境评

估；而明确拒发生煤许可证的

新北市则称不排除诉讼，原定

2025年运转的深澳电厂机组将

有更长的路要走。

《联合报》近日一篇社论

指，整个（深澳）电厂的筹设过

程都抱着投机与欺瞒的心，玩

弄了科学，侵犯了环境法令，也

滥用了居民的信任。

有环保团体批评，当前台

湾社会对立氛围加剧，民进党

不愿处理其“非核家园”许诺，

却硬要民间承担“肺咳家园”

后果。

深澳火电厂扩建争议只是

近期一个爆发点。自有能源匮

乏、98%依赖进口的台湾，在现

实与梦想间挣扎的能源政策恐

将反复陷于窘境。

火电厂扩建惹争议 台湾能源政策陷窘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开放日活动行开放日活动
4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开放日活动。该校是美国最著名

的公立大学之一。图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参观一辆太阳能车。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本报讯 墨西哥农业、畜

牧业、农村发展、渔业及食品

部（以下简称“农业部”）日前

宣布，该国生物燃料研发工作

取得新进展，科研人员成功利

用松子提炼出了生物柴油。

墨西哥农业部发表声明

说，由墨西哥国家森林、农业

与畜牧业研究院挑选的７０

人组成的科研团队一直致力

积极开发生物能源，力求使可

提炼生物燃料的原料更加丰

富多样。

研究人员指出，松子出油

率高、品质好，不占用农业资

源，也不影响粮食生产，是制

取生物柴油及混合柴油的理

想原料。这一成果将有效减

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拉美地区最常见的

生物燃料主要分为两种，即以

甘蔗、玉米芯为原料的生物乙

醇和以油料作物提取物为基

础制取的生物柴油。

墨西哥一直是拉美空气

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

年来，该国政府十分重视清

洁能源开发利用，特别是凭

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优

势，尝试利用大豆、棕榈、蓖

麻等多种油料作物提炼生物

柴油。

墨西哥国会为此专门通

过了一项生物燃料促进法修

订案，将生物燃料的原材料种

类从最初的玉米和甘蔗，拓宽

到农林牧渔任何行业产生的

有机材料，以及工农业废料和

植物纤维等。

该法案还要求相关部门

在生物燃料生产的配套基础

设施、储存、收购、加工和产业

化发展等各方面给予扶持。

（欣 华）

本报讯 科威特石油大臣

巴希特·拉希迪近日表示，科威

特计划在2018年年底将纯天

然气日产量提高到5亿立方英

尺，其中60％用于生产化工产

品，40％用于发电。

近日，拉希迪在第五届科

威特石油和天然气大会开幕式

上表示，2017年是国际石油市

场的里程碑。欧佩克成员国以

及其它石油生产国同意减少石

油产量，加速减少石油库存，恢

复供需平衡，这有利于维护石

油市场稳定以及世界经济复

苏。全球石油盈余已经从

2017年的3.4亿桶降至目前的

5000万桶。

他还预测，化石燃料仍将

是世界能源的主要来源。他

说，国有性质的石油公司在石

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和出口

方面已成为主力，也决定了未

来的全球油气供应。

他说，科威特石油公司计

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40亿第

纳尔（约合1122亿美元）以提

高其在国内外的石油勘探和生

产水平，为保证国际石油市场

的供应安全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消息，为期两天

的第五届科威特石油和天然

气大会近日在科威特开幕，包

括欧佩克组织以及多个国家

的石油部长和石油公司领导层

与会。

（王 薇 聂云鹏）

本报讯 特约记者彭大伟

郭泰报道 中国国家能源局副

局长刘宝华日前在德国柏林表

示，中国正在坚定地走绿色低

碳清洁高效的能源转型之路，

这一转型将使整个社会受益，

同时亦将利好包括德国企业在

内的全球各国企业。

刘宝华于当地时间 4 月

17日出席2018年柏林能源转

型对话时作出上述表示。他强

调，中国利用现代能源历史较

短，依靠传统能源的历史较长，

“因此这个伟大的转型需要我

们做出艰苦努力。”

刘宝华表示，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推进能源转型，做出了

巨大努力，已发布《十三五能

源发展规划》和十四个配套的

专项规划。同时，中国政府还

发布和实施了《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战略（2016—2030）》，

系统部署了2030年以前推进

能源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发展

方向。

“能源转型将令整个社会

都受益，环境会更好，发展会更

和谐。”谈及中国能源转型对本

国和世界的意义，刘宝华指出，

具体而言，至少可以带来四方

面效益。

第一是清洁能源产业各环

节受益。以中国为例，风、光两

个行业直接带动1000万人就

业。随着各项事业发展，会对

社会产生更大的带动作用。

第二是传统能源的改造提

升。中国现在燃煤电厂正在集

中进行大规模清洁化改造，改

造后的排放水平将相当于或低

于燃气电厂排放水平。今明两

年，中国70%燃煤电厂将达到

燃气电厂排放水平。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关联企业，

例如今天在座的西门子等都会

从中发现机会。”刘宝华说。

第三是包括采暖在内的新

增用电设施。去年，仅中国北

京周边地区电采暖已达到350

万户，今年一年中国还将在更

大范围内推广电采暖。由此一

来，很多设施设备生产企业都

可从中获益。传统的电网等企

业亦可寻找到机遇。

第四是电网企业。在此之

前，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

电网建设、电网互联。“将来还

会出现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

区之间的大规模电网互联，在

此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机会。”

“下一步我们也制定了宏

伟的工作蓝图，以适应世界能

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需

要。”刘宝华强调，为了实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的目标，中国能源发展将更加

开放，亦将进一步改革能源发

展体制。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

中国坚定推行能源转型利好全球

墨西哥利用松子提炼生物柴油

科威特拟提高纯天然气日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