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來，正是中國經濟艱難轉型、可持續發展呼聲最高的時期。隨 經

濟深層次變革的演進，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能源緊缺

造成「電荒、油荒、氣荒」輪番上演，為中國可持續的能源保障敲響警

鐘。因此，解決能源問題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大重點。2008年國

家能源局（副部級）成立，2010年國家能源委員會成立。標

誌 能源問題已從部門行業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能

源戰略已經從倡導自給轉為以國內供應為主，

集周邊合作、國際市場於一體的多元化

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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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戰略篇

受石化能源資源有限性和氣候變化等
環境問題的影響，加快開發利用可再生
能源已成為中國能源發展的共識。國家
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史
立山表示，未來20年至50年將是中國能
源轉型的重要時期，轉變的目標和方向
就是由碳含量低的能源替代碳含量高的

能源，由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進入低
碳能源或無碳能源新時代。

核電為基礎 系統智能化
可再生能源具有資源潛力大、對環境影響

小並可永續利用的特點，但同時還伴隨能量
密度低、存在間歇不連續等問題。史立山認
為，促進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必須解決好
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把可再生能源轉化
成符合要求的電力；二是可再生能源發出的
電力必須與用戶的電力需求相平衡。
「未來的電力系統，應是以核電為基礎，
以可再生能源提供系統主要電量，以水電

和抽水蓄能電站提供運行調節，以石化能
源發電為補充，具有智能化特徵的電力系
統。」史立山表示，從目前來看，應加快
開發和推廣大容量儲能技術。抽水蓄能電
站是目前最成熟的大容量儲能技術，還應
重視分布式儲能技術的應用。一是在風電
和太陽能電站內配置必要的儲能容量；二
是在包括居民在內的所有電力用戶中，都
配置必要的儲能設施。

空閒荒坡地建光伏電站
史立山表示，可再生能源更適宜於小規模

分散開發和利用。比如太陽能發電裝機規模
可大可小。從發展趨勢來看，只要資源和條
件允許，電力用戶未來都有可能安裝小型發
電系統，在城市的建築屋面和空閒場地、農
村的荒山荒坡和農民的房前屋後等地方，都
可以建設光伏發電站。「今後的電力系統會
像今天的互聯網絡，電力用戶都會安裝必要
的發電設施，電力用戶同時也是發電商，既
可以從電網得到電力，也可以向電網輸送電
力，形成以分佈式發電為特徵的新型電力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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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能源專家、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
究員吳鐘湖認為，2002年以來中國能源

需求經歷了十年的猛增，經濟發展剛剛進入
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行時期，重工業和交
通產業發展迅猛，能源需求不可同日而語，
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仍將保持強
勁的能源需求。

需求殷煤耗年增2億噸
國際能源署的一項預測表明，2000年至

2030年的30年間，世界增量能源需求的20%
來自中國。而從中國能源消費總量來看，
2002年能源消費總量為14.8億噸標準煤，
2011年則增為34億噸標準煤，相當於年均增
長2億噸。10年來，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增
長率超過或接近GDP增速，其中2003年和
2004年最高，分別增長15.3%、16.1%，近
年來，穩定在7%左右。
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國家能源

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周大地在《中國能源發展
報告2011》發布會上指出，按照各地GDP增
長、項目規劃投資情況預測，2015年中國能
源消費總量可能達到50億噸標煤，遠超41億
至42億噸標煤的合理需求量。國家發改委能
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也表示，從2011年節
能減排結果來看，「十二五」能源消費總量
將難以控制在40億噸的目標，解決能源瓶頸
需要新的思路。

首選轉變能源利用形式
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原油對

外依存度已經高達56.3%，煤炭對外依存度也
由本世紀初的7%上升為14%。但是中國長期
游離於國際主要市場之外，缺乏大宗產品的
定價權。國際局勢的風吹草動直接影響 國
內能源安全。正因為如此，立足國內，加快
產業規劃佈局，建設大型能源基地，轉變能
源利用形式，成為政府應對的首選。
當前，國際政治局面面臨 深刻變化，中

國日益嚴峻的能源安全問題將深刻影響到中
國在亞洲以及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角色。李
俊峰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
通過降低國內能源需求，或者加大國內勘探
力度解決能源緊缺行不通，所以必須大量利
用國外資源。

國際合作獲突破性進展
目前，中國已與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

展了勘探開發、煉油化工和管道項目合作。
近年來，服務於國家能源戰略，中國能源企
業紛紛「走出去」，央企通過併購方式拓展海
外業務，比如中海油2002年收購印尼油田部
分權益，2003年收購哈薩克斯坦和澳大利亞
油氣項目，2004年收購印尼天然氣項目，中
化集團併購巴西油田等。
尤其是2008年以來，國際能源合作取得了

突破性進展：西北，中哈原油管道、中亞天
然氣管道相繼建成投產；東北，中俄原油管
道也有望竣工；西南，中緬原油和中緬天然
氣兩條管道開工建設。三大陸上管運通道與
海上航運通道一起，形成了中國油氣進口的
四大戰略通道。三大原油管道進口能力將超
過7000萬噸/年，佔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的
1/3。

四大石油戰略通道就緒
此外，中國同文萊、非洲、委內瑞拉、巴西

簽署了一攬子石油合作協議，與36個國家建立
了雙邊能源合作機制，如中美能源政策對話、
中俄能源談判機制等。對象國從周邊鄰國、中
東，逐步擴展到中亞、非洲、美洲等廣大地
區，覆蓋了世界主要能源消費國和生產國。
至此，西北、西南、東北及海上四大石油

戰略通道基本就緒，初步形成哈薩克斯坦、
印度尼西亞、非洲等較大規模的海外油氣生
產基地，基本實現能源供應來源的多元化，
提升了能源安全，增加了國內經濟社會持續
快速健康發展的後勁。

業內期盼已久的「十二五」
能源規劃未能在2011年面世，
但各項目標已為「十二五」能
源發展定下了基調。特別是經
過多年糾結徘徊後，在煤、
電、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
發展領域，一場聲勢浩大的行

業變革正風起雲湧。2012中國能源
產業將走向何方，「能源改革」將
再次成為「兩會」熱點。

徵收能源稅難全面展開
總理溫家寶明確提出，未來將

積極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
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進傳
統能源清潔利用，加強智能電網
建設，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統籌
發展、加快構建便捷、安全、經
濟、高效的綜合運輸體系。完善
成品油、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和
各類電價定價機制。這被業界看
作是「十二五」中國能源發展的
路線圖。
今年1月舉行的全國能源經濟工

作會議透露，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
將控制在41億噸標煤左右，「十二

五」期間將逐步建立有效合理控制
能源總量的倒逼機制，未來將研究
開徵石化能源消費稅，並實現原
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稅從價計
徵。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吳鐘湖認為，徵收石化能源消費稅
會推高能源價格，再加之國內中小
企業經營困難，石化能源消費稅不
會很快開徵，在「十二五」期間更
可能是進行個別試點。

須建大出大進戰略格局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2011年版

《世界能源展望》報告警告，全球
能源發展趨勢迫切需要的變革正
在進行。IEA預計，全球石油需求
將從2010年的8,700萬桶/天增加至
2035年的9,900萬桶/天，淨增長將
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交通運輸需
求。
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

李俊峰看來，十年來，能源需求的
增長需要中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
石油煤炭對外高依存度並不可怕，
必須構建能源「大進大出」的戰略
格局，這才符合大國氣度。

煤電油氣改革 再成兩會熱點
在能源領域，有關電力煤炭市

場化、油價定價權、天然氣價格
改革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吳鐘湖看來，走到今天，中國的
能源領域諸多改革已經進入新一
輪啟動階段。「能源體制改革必

須與中國經濟轉型全局相聯繫，經濟
體制改革在前，央企需要重新做出市
場定位，政府部門的設置是否高效，
能源領域是否有法可依。」

電網分主輔 整合南北方
吳鐘湖表示，自2002年開始的電力廠網分開改革，設計並

不是十分精確，這也是多年來難以取得進展的主要原因。
「沒有契合中國實際，照搬國外模式，導致電力成本並沒有降
下來，認識不清楚，難落實處，所以阻力比較大。」
2011年，中國電力建設集團、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在北京揭

牌，標誌 中國歷時多年的電力體制改革終於邁出電網主輔
分離改革的重要步驟。新成立的中國電建和中國能建，是經
國務院批准、國資委屬下的國有獨資公司。整合國家電網、
南方電網旗下輔業公司而成。

天然氣定價 走向市場化
2011年12月26日，國家發改委決定，在廣東省、廣西壯族

自治區開展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試點。業內人士認為，
這標誌 醞釀已久的天然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破冰，天然氣
定價機制開始走向市場化。
長期以來，國內和國際天然氣價格倒掛問題嚴峻，價格改

革呼聲已久。自2005年以來，中國已三次調整了國產陸上天
然氣出廠基準價格。而此次選擇廣東和廣西進行試點，發改
委稱，原因是這兩個地方是新興的天然氣市場，目前沒有國
產陸上管道天然氣供應，氣源更加接近國際市場。
發改委指出，中國天然氣價格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放開天然

氣出廠價格，形成市場競爭，政府只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
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進行管理。

央企需重定位
能源領域立法

開發再生能源 低碳將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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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電池發電是未來新型能源，將電池組小型化，

農村的房前屋後都可以發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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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央企將整合國

家電網南方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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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正是中國經濟艱難轉型、可持續發展呼聲最高的時期。隨 經

濟深層次變革的演進，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能源緊缺

造成「電荒、油荒、氣荒」輪番上演，為中國可持續的能源保障敲響警

鐘。因此，解決能源問題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大重點。2008年國

家能源局（副部級）成立，2010年國家能源委員會成立。標

誌 能源問題已從部門行業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能

源戰略已經從倡導自給轉為以國內供應為主，

集周邊合作、國際市場於一體的多元化

保障體系。

■兩會報道組劉坤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