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戈：能源紊乱，还是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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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1．世界不缺能源，但为何全球同时出现能源价格攀升甚至短缺危机？

各自短缺的偶然现象背后，是否有着共同的必然诱因？这究竟是周期性供

需矛盾引发的短期问题，还是具有长期的持续性特征？诸如此类问题，正

是各界担心经济可能出现滞胀的根本缘由。  

2．当下全球能源紧张固然受疫后经济恢复、异常天气等特殊因素的影

响，但能源转型及其脆弱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过去几年全球能源加速转型，

但可再生能源稳定性不够。一旦受到天气等扰动，传统化石能源就会显得

供应不足，甚至造成整体能源体系紊乱。 

3．尽管如此，气候剧变压力之下，低碳减排已迅速在国际形成共识。

我国作为全球排碳最多的国家，实现“双碳”已不简单是经济发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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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其本身甚至成为目标函数。按照目前我国的“双碳”顶层设计，传

统经济增长目标乃至宏观调控范式都有待调整。 

4．短期看，煤炭保供稳价但能耗“双控”目标依然坚定，年内工业品

价格还将高位徘徊。总需求政策发力有限，经济下行压力延续，类滞胀格

局难改。明年随着经济结构不再严重依赖外需及其工业，加之前期的教训，

各地“双控”节奏及能源供给可能得以平滑。 

正文： 

“幸福的家庭各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总量来看，世

界并不缺能源，但为何近期全球同时出现能源价格攀升甚至短缺危机？各

自短缺的偶然事件背后，是否有着共同的必然诱因？究竟是周期性供需矛

盾引发的短期问题，还是具有长期的持续性特征？诸如此类问题，正是各

界担心经济可能出现滞胀的根本缘由。  

一、能源紧张从何而来？ 

当下全球能源紧张固然受疫后经济恢复等特殊因素的影响，但能源转

型及其脆弱性也是不争的事实。全球能源加速转型，传统能源的融资规模

自 2015 年后趋势性下滑，且融资成本持续高于清洁能源。但可再生能源

受制于储能技术且稳定性不够。去年以来拉尼娜天气加剧冷冬用暖需求，

并引致干旱影响水力发电等。一旦受到天气等扰动，石化能源就显得供应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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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在国际上迅速形成共识。尽管如此，联合国最新测算显示，

全球能源生产依然严重偏离《巴黎协定》的约束轨道，各国计划生产的煤

炭、石油、天然气三类化石能源总量已远高于控温目标下的生产规模。即

将举行的 G20 峰会与联合国气候会议或将进一步确立全球气候目标、路径

和各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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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2020 年遭遇百年不遇的疫情，但全球碳排放量只减少 5.4%，仍

慢于要实现 1.5°C 控温目标 7.6%的减排速度。特别地，2020 年我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 30%，位列世界第一，且排放增速持续高于全球。实

现“双碳”能源转型已不简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其本身甚至成

为了目标函数。 

二、能源紧张能否缓解？ 

今年我国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规模明显高于“十四五”规划要求，要

实现年初制定的单位 GDP 能耗目标也有较大难度。这与今年我国经济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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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出口和工业高耗能部门等因素有关。 

上述意味着，为实现 2025 年的“双碳”顶层设计目标，未来四年我

国化石能源消费、单位 GDP 能耗等将面临更大的压减压力。初步估算，碳

强度、化石能源占比等双碳约束将拉低未来四年经济增速年均 0.5 到 1 个

百分点。当然，“双碳”目标的实现除依靠技术进步以外，还取决于经济

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的自然转型，以及全社会生活和工作方式向节能减排

的系统性甚至革命性转变。 

 

短期来看，年内我国煤炭保供稳价，但能耗“双控”目标坚定，工业

生产依然受限。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冬拉尼娜现象将大概率再现。冷冬

之下能源供需紧平衡，工业品价格还将高位徘徊。大宗价格上涨继续向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