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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守护现代经济的血脉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能

源消费以煤炭为主,油气进口依赖度高。能源安全受国际形势日趋

复杂、国内储备资源不足、新能源尚难替代传统能源体系等内外部

因素制约。政策支持下,能源安全应重点关注能源保供、传统能源

高效清洁利用、新能源加速发展。

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大国博弈全面加剧，

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稳

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多次强调要高

度重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科技安

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及

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性。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资

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

我国国力大大增强，总体经济实力进

入世界前列。我国能源需求将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而明显

增长，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

安全问题日显突出，我国能源问题的综合性特点要求我国

制定和实施综合性的能源发展战略。

 我国能源资源较为匮乏 对外依赖逐年提高

从资源禀赋上看，我国富煤、贫油、少气。我国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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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资源储量丰富，根据《经济日报》的数据，煤炭占我国

已探明化石能源资源总量的94%左右，远大于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量。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年我国

煤炭储量为1432亿吨，占全球比重达13.3%，仅次于美国

（煤炭储量占比为23.2%）、俄罗斯（15.1%）和澳大利亚

（14.0%）。但我国人均煤炭资源不高，人均煤炭资源储

量为99.5吨，低于全球人均的137.8吨，更远低于美国的人

均752.1吨。同时，我国煤炭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北多南少，

90%的煤炭资源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煤矿开采难度

大、成本高。2018年我国矿井平均开采深度达510米，露天

矿产量仅占16.3%；而美国矿井平均采深仅90米，露天矿产

量占65%。

我国原油、天然气资源贫乏。天然气方面，从已探明

储量来看，2020年我国天然气储量较2000年增长了5倍，

但占全球储量的比重仍然不足5%。原油方面，从已探明储

量来看，2020年我国原油储量259.6亿桶，排全球第13位，

但占全球储量的比重不到2%。从原油开采来看，我国石油

埋藏较深，加之地形复杂，开采难度较大。从原油品质来

看，一般通过API来衡量原油品质，

API数值愈大，表示原油越轻，品质

越好。WTI原油API为42%，Brent原

油API为38%，而我国大庆原油API

小于35%，属于中质原油，胜利原油

API小于26%，品质相对更低，后续

冶炼成本也会相对较高。

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油

气进口依赖度高。从生产端看，我国

能源生产结构以煤炭为主，“双碳”

目标下，传统能源生产占比逐渐下

降，可再生能源生产占比逐渐提高，

但传统能源仍占据主导地位。原煤和

原油合计占比从2010年的85.5%降至

2020年的74.4%，水电、核电、风电

合计占比从10.4%提升至19.6%。从消

费端看，我国主要消费能源产品为

煤、电力、原油和天然气，其中原煤

图1  石油和天然气是我国当前阶段的重要能源，油、气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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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占比在七成左右。随着双碳的逐

步推进，传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结

构中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天然气和

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渐提高：原煤消费

占比从2010年的76%下降至2020年的

68%，原油从9.3%下降至6.8%，天然

气从4.1%上升至6%，水电风电核电合

计占比从10.4%上升至19.6%。

从进口依赖度来看，能源产品中

煤炭自给率较高，2021年进口依赖度

为7.6%左右，细分品种来看，动力煤

进口依赖度为4.2%、炼焦煤为10.1%、

焦炭为0.3%。但原油自2000年以来

对外依赖度持续提升，2021年我国原

油对外依赖度上升至72%，连续4年

在七成以上。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也

逐渐提升，这一方面是由于煤改气的

政策导向下，我国天然气需求快速提

升，2021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3334

亿立方米，是2010年的3倍多；另一

方面，跨国境天然气长输管道、LNG

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也为天

然气大量进口铺平了道路，2021年我

国天然气进口量超过1500亿立方米，

较2010年的166亿立方米大幅提升，天

然气对外依赖度也从2010年的15%上

升至2021年的45.8%。

“双碳”目标下，能源变革正在

发生。自2020年提出2030年“碳达

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以来，

双碳工作一直是政府重点工作任务之

一。“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结

构将逐步改善，煤炭和原油的生产、消费比重还将持续降

低，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占比还将逐渐提升。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建设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达895GW，占全球比重上升至

32%，位居全球第一位。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重重挑战

复杂国际形势是能源安全的外部威胁。石油和天然

气是我国当前阶段的重要能源，油、气安全是能源安全

的核心。当前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各国之间

缺乏互信与合作，导致保护主义进一步成为主流。近期，

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主要国家的纷争和对立。正如

前文所述，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加剧了能源

供应安全层面的挑战。从进口来源构成看，我国原油进口

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俄罗斯，分别占2021年原油进口总

量的51.2%、15.5%和7.6%；液化天然气进口主要来源于澳

大利亚、东南亚和中东，分别占2021年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39.5%、16.9%和13.3%。因此，我国油气通道较为集中，且

海上通道占比较高。来源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的油气均

通过途径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通道运往我国。在当前全球地

缘政治紧张、全球范围内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油气资源的

对外依存度带来的供应不确定性加剧。此外，油、气这类

大宗商品交易遵循着“东方交易、西方定价、美元计价、

期货基准”的格局，我国缺乏定价权，这严重影响产业发

展、经济安全与国际竞争力。

传统能源增长空间小、战略储备资源少是内部隐患。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油、气战略储备和应急储备设施较

少。2019年，我国包括国家储备、石油公司和商业油罐储

油的库存在内的国家总储备约为80天的需求量，低于国际

能源署对成员国储备至少90天的净进口量的石油要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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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石油集团主办的《石油知识》杂志2022年2月的最新

数据，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

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

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按照《国家石油储备

中长期规划》，我国分3期完成石油储备基地的硬件设施建

设，形成10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总规模（约1.1亿吨），

当石油储备3期项目全部完成时，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总容量将达到5.03亿桶，但对比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同时结合当前快速的需求增长，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不足

与滞后尤为突出。此外，我国传统化石能源现有技术的可

采储量低，且产出难度更大，预计增长空间有限。从2019

年可采储量来看，我国石油的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仅为36亿

吨，仅为世界平均可采储量的1.5%；天然气的可采储量为

8.5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可采储量的4.2%。从2019年可采储

产比看，石油储产比仅18.7，远低于世界均值49.9；天然气

储产比为47.3，传统能源增长空间不容乐观。

新能源尚不足以替代传统能源体系。当前，我国新型

能源体系发展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相较于传统能源规模

仍小。从能源消费结构看，2020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

量比重为56.8%，比2019年降低1.6个百分点；天然气、水

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24.3%，比2019年提高4.3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8亿千瓦时，占总装机发电量的44.8%，

比2019年上升16.8%。从汽车消费结构看，2021年我国新能

源车销量达350.7万辆，2022年2月新能源车渗透率上升至

19.2%。从发电量来看，当前我国火力发电依旧占据主导地

位。2021年，我国火电发电量为48060亿千瓦时，占总发

电量70.6%，水电、风电、太阳能分别占比15.5%、6.5%、

2.2%。近年来，虽然新能源发电成本降低，但由于新能源

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特征，在当前技术水平

和应用规模之下，难以成为支柱能源体系。第一，光伏、

风电的发电量受天气、昼夜等因素影响，具有随机性、波

动性的特点。新能源高比例并网导致

电力平衡较为困难，将导致发电波动

大幅增加，增加了维持电力平衡的难

度，对电网的调峰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第二，新能源发电需配合储能技

术使用，目前储能技术限制多、成本

高。抽水储能和电化学储能是目前最

为重要的储能方式之一。抽水储能尽

管具备成本低和转换效率高的优势，

但高度依赖于选址环境、地形条件，

且建设周期较长；而电化学储能目前

成本依然偏高。

重点关注能源保供和能源变革

能源安全应关注能源保供和能源

变革两个方面。在发展新能源、推动

能源转型的同时，也要确保传统能源

供给充足。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

国情，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确保能源安

全，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

低碳转型。“十四五”规划指出，

要推进能源革命，提高能源供给保障

能力。《“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指出，到2025年，能源保障更加

安全有力，能源储备体系更加完善，

能源自主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

为保障能源安全，各种政策举措

陆续出台，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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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证能源供应稳定。2022年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要全

力保障能源安全，有效发挥煤电基础

性调节性作用，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

发力度。2022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发布《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提

出要健全能源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

系，统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能源供

应安全保障。

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2021年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和2022年1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

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

划》共同要求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

2022年3月23日出台的《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指

出，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三是提高能源科技水平。2020年

12月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

源发展》白皮书就强调了要促进数字

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融合创新，推

动能源技术革命。《“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再度强调要增强能源

科技创新能力，对加快能源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和完善能源科技和产业

创新体系等方面也作出了具体部署。

“双碳”目标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在确保能源安全

的基础上，持续推动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立后破

推动能源转型。

保障传统能源领域的供应安全。虽然面临来自新能源

的冲击，但煤炭、原油仍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能源支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强调能源保

障安全有力是“十四五”期间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

并提出到 2025 年，国内原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2亿吨水

平，天然气年产量达到2300亿立方米以上等具体目标。能

源安全地位突出背景下，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或将

增强，能源供给端资本开支将有所增加。

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

下，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助力绿色

发展。具体来看，要推进传统能源开发、生产、利用环节

的提效减碳，积极探索煤炭转化与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利

用和封存等耦合利用，减少传统能源产业碳足迹。2021年11

月，国务院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

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新能源大规模发展。随着产业技术进步、效率

提升，新建光伏发电、风电项目成本不断下降，当前已经

具备平价上网条件，这将有利于风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推

广。政策支持下，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

设正在提速。根据海通电新分析师预测，2022年我国风电

新增装机有望在71GW以上，同比增长约50%；2022年我国

光伏新增装机有望达80GW，同比增长超50%。随着风电光

伏建设的提速，新能源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新型储能也将

迎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提

出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达30GW以上，而2021年新型

储能累计装机仅4GW，储能领域也将持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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