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 年版
（以下简称《年鉴》）于近日发布。 《年鉴》
汇总了 2020 年全年的能源数据，重点分
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巨
大冲击， 以及对未来全球能源趋势演变
可能造成的影响。

多项能源指标跌至历史新低

《年鉴》 显示，2020 年一次能源消费
下降 4.5%， 为 1945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戴思攀解释称：“石油消费下降规模占一

次能源消费净减少量的近 3/4，全球封锁
造成交通和运输需求急剧下降，是造成这
一跌幅的主要因素。 ”

具体来看，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下
降 9.3%， 跌幅最大的为美国、 欧盟和印

度。 油价（布伦特现货价格）均价为 41.84
美元/桶，为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炼
厂开工率下跌 8.3 个百分点至 73.9%，为
1985 年以来的最低。

戴思攀认为，目前全球石油需求在快
速上升，未来半年“欧佩克+”和美国页岩
油公司的增产情况，将直接影响近两年的
油价走势。

与此同时， 天然气表现出坚强韧性。
天然气价格跌至多年低点，2020 年美国
亨利枢纽平均价格为 1.99 美元/百万英
热单位，是 199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亚洲
液化天然气价格（日韩基准）跌至历史最
低点，为 4.39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 然而，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达
到 24.7%，创历史新高。

煤炭方面，整体消费下降 4.2%。 全球
总发电量下降 0.9%， 大于 2009 年的跌
幅，而 2009 年是自 1985 年以来，电力需
求下降的唯一年份。

基于能源消费的下降，2020 年因能
源使用而产生的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超过
6%，为二战以来的最大跌幅。

另外，从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印度
和俄罗斯的能源消费降幅最大。

值得关注的是，戴思攀同时强调了
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作用。 他表示：
“一个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仍在快速增
长， 而同时想要使煤炭消费快速下降，

就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
天然气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帮助
减排去碳，其中 LNG 将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亚洲国家的天然气产能不足，未来
10—15 年 ，LNG 贸易将快速发展或出
现翻倍增长。 ”

全球能源转型势不可挡

《年鉴》 认为，2020 年是现代全球能
源史上最为动荡的一年。尽管一次能源需
求总量在下滑，但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
迅猛增长，合计达 238 吉瓦，比历史峰值
高出 50%。

具体来看， 太阳能装机增长 127 吉
瓦，风能装机增长 111 吉瓦，几乎是往年
最大增幅的 2 倍。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增长
的最大贡献者。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本的下降，使
其能与其他电源进行竞争。”戴思攀指出，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的占比从
10.3%增长至 11.7%， 煤炭发电占比则下
降 1.3 个百分点，至 35.1%。

“构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比
70%的国家已作出净零排放承诺。 需要
明确的是，净零排放不是终点 ，更为关
键的是未来 10 年减排的速度， 使碳排
放总量下降，才能够达成《巴黎协定》的
共识。 ”戴思攀表示，“世界能源转型要
逐渐告别油气时代、 减少煤炭的使用。
这不仅会颠覆能源行业，也将对整个经
济社会带来冲击。能源转型不仅要关注
能源本身，也要关注到‘人’的因素。 油
气煤企业雇佣了大量员工，要对他们进
行培训以获得其他技能，再就业于其他
经济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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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奇秀

一一次次能能源源消消费费创创二二战战以以来来最最大大跌跌幅幅

bp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表示：“过去 70 年，能源系统发生了
诸多重大事件，包括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
及 2011 年福岛核电站事故。 这些都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重大影响，
但跟 2020 年所发生的变化相比，似乎都微不足道。 ”

IIEEAA：：全全球球碳碳排排放放达达峰峰仍仍需需时时日日
今今明明两两年年排排放放量量将将持持续续上上升升，，22002233年年将将刷刷新新纪纪录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国际能源署表示，
全球需要警惕，尽管气
候雄心有所增加，但投
向清洁能源的资金仍
然“微不足道”，同时应
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发
达经济体在气候行动
上仍然“蜗行牛步”。

关注

美国
煤炭业逆势回暖
产量、出口量将双升
■■本报记者 王林

美国能源部和美国能源信息
署（EIA）日前预计，今年，美国的
煤炭产量和出口量都将增长；同
时， 电力部门的煤炭需求也将大
幅回升。

美国能源部在其报告中指
出， 预计今年美国煤炭产量将增
长 15%，将是 1990 年以来最大的
年度涨幅。

无独有偶 ，EIA 也于日前上
调了今年煤炭产量的预期，认为
可能达到 5.6 亿吨， 较去年增长
14.5%， 并预计明年产量将维持
在 5.54 亿吨。这是该机构今年迄
今对美国煤炭产量做出的最高
预测。

业界普遍认为，5 月， 美国能
源部还预计今年煤炭产量增幅不
会超过 8%，仅过了两个月预测数
据就几乎翻了一番， 足以显示出
美国本土煤炭消费的潜在涨势。

美国能源部在其报告中表
示，在煤炭产量增长的背景下，今
年， 美国的煤炭出口量也将增长
21%， 明年将较今年进一步增长
19%。EIA 则认为，今明两年，美国
煤炭出口量将分别占其国内煤炭
总产量的 13.6%和 16.2%，均高于
去年的 12.8%。

EIA 预计，今年，美国煤炭出
口量将从去年的 6268.65 万吨攀
升至 7602.2 万吨， 明年有望进一
步增至 8990.2 万吨， 较今年增长
18%。 其中，动力煤今年出口量为
3347.5 万吨 ， 预计明年将增至
3782.96 万吨， 高于去年的 2449.4
万吨；冶金煤今年出口量为 4254.7
万吨，明年预计将增至 5207.24 万
吨，高于去年的 3819.25 万吨。

行业分析指出， 美国煤炭产
量的增加， 一方面反映出在天然
气价格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美
国发电领域对煤炭的需求正在增
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在减
排领域的行动仍十分迟缓。

数据显示， 美国亨利中心的
天然气基准价格今年迄今涨幅已
达 50%；进入第二季度，天然气价
格更是一度创下 2016 年第二季
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7 月，美
国天然气价格已超过 3.60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 远高于去年 2.11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年均价格。
华尔街普遍预计，明年，美国的天
然气价格将维持在 3.12 美元/百
万英热单位。

EIA 预计，今年，美国电力行
业的煤炭消费量约为 4.74 亿吨，
高于去年的 3.96 亿吨 。 到今年
底， 美国电力行业所需煤炭的平
均库存量将降至 9770 万吨，去年
库存量为 1.204 亿吨， 预计到明
年底库存将再次下降至 7665.71
万吨。

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美国能
源部和 EIA 的预计，今年，煤炭将
成为美国第二大发电来源， 发电
占比将从去年的 19.9%， 增至今
年的 23.6%。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球范围
内由于天气等原因， 煤炭供应侧
产能受限， 比如哥伦比亚煤矿关
闭、 印尼和澳大利亚因洪水生产
中断，导致煤炭价格攀升至 10 年
来的高位。

《华尔街日报》汇编的数据显
示，今年迄今，欧洲三港的动力煤
指数、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煤炭指
数的涨幅均明显超过石油、 铜或
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行业分析机构阿格斯指出，7
月初运往西北欧的煤炭价格已经
升至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最高水
平，涨幅高达 64%；而来自澳大利
亚纽卡斯尔的煤炭 ，7 月价格已
飙升至 121 美元/吨以上，也是 1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瑞利证券指出， 只要经济保
持持续增长， 能源需求也会保持
强劲。因此，尽管碳排放成本的增
加会限制消费者对煤炭的使用，
转而使用天然气， 但一旦天然气
价格同样呈现强劲涨势， 消费者
就会再次转向煤炭。

据悉， 美国最大煤炭生产商
博地能源和第二大煤炭生产商阿
奇资源 7 月第二周股价双双刷新
了 18 个月来的新高，而此前这两
家公司都已经宣布申请了破产保
护。 另一大煤炭生产商康索尔能
源的股价眼下也逼近 2019 年 8
月以来最高水平。

7 月 20 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最
新报告称，全球碳排放量继去年春季因新
冠肺炎疫情突现暴跌之后，目前已出现强
劲反弹迹象。 按照各国疫后的复苏情况，
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碳排放量将进一步上
升，到 2023 年将创下历史新高。 而最令人
担忧的是，尽管如此，仍然未有碳排放峰
值即将到来的迹象。

碳排放峰值难现

IEA 指出，今年，全球碳排放量有望跃
升至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2023 年， 全球
碳排放量将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并
在随后几年继续增长，这样的上升预期使
得峰值很难到来，同时也让气候目标无法
实现。

电力需求猛增是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的一大原因。 报告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电
力需求下降约 1%；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电
力需求将分别增长 5%和 4%。 尽管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继续增加，但仍然赶不上电力
需求增长的脚步，估计只能满足今明两年
电力需求增幅的一半。

另一方面，基于化石燃料的发电量仍
然是满足电力需求的主力军，预计将分别
满足今明两年电力需求的 45%和 40%。全

球范围内， 燃煤发电量自去年下降 4.6%
之后，今年料将猛增近 5%，恢复至疫前水
平，明年将进一步增长 3%，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

尽管全球多国和地区承诺加速绿色
复苏，并强调利用疫后复苏资金支持低碳
能源转型，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但此类
支出远远无法限制气温上升至灾难性水
平。 IEA 指出，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控
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到 2050 年，地球上
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降至零，
但全球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资金
仍然有限，仅占所有投资的一小部分。 而
且， 即便这些资金全都按时保质地实施，
也很难让世界踏上本世纪中叶净零排放
的道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要实现全
球 2050 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至少需要投入
1 万亿美元。

清洁能源投资占比仍太低

IEA 对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 800 多项
政策措施进行分析估算出，截至今年第二
季度， 各国总计 16 万亿美元的疫后经济
复苏资金中， 只有 3800 亿美元分配给了
与能源相关的可持续和绿色复苏措施，占

比仅 2.3%。
基于 IEA 的数据，发展慈善机构“泪

水基金会” 发现， 七国集团分配了超过
1890 亿美元的疫后复苏资金来支持化
石燃料， 而投入支持清洁能源的资金只
有 1470 亿美元。 可持续发展咨询机构
“生动经济学”则发现，在疫后重建资金
中，只有大约 1/10，即约 1.8 万亿美元会
对气候和环境产生有益影响， 而 3.6 万
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会给环境带来伤害和
威胁。

IEA 在报告中指出， 全球疫后经济重
建计划中的“绿色分配”实在太低了，2050
年净零目标正变得遥不可及。

“我们必须走得更远， 必须将清洁能
源投资和相关部署引领至更高层面。 ”IEA
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多国政府已经深刻意识到打造
更清洁未来的重要性，但全球仍有部分国
家没有将钱投向该投的地方。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从现在起到
2050 年， 全球对自然界的投资总额需达
到 8.1 万亿美元， 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这三大相互关
联的环境危机。这意味着截至 2050 年，每
年的年度投资额需达到 5360 亿美元，而
目前， 全球每年的相关投资额仅为 1330
亿美元。

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承诺

据了解，疫后复苏计划在全球范围内
筹集的公共和私人资金数额远低于实现
气候目标所需的金援，资金缺口在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内尤为凸显。 其中，大部分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严重的融资
挑战，业内普遍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兑现对
发展中经济体做出的气候融资承诺。

部分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对排
放量预期走势产生较大影响。 另外，印度、
印尼等亚洲国家，以及拉美多国在清洁能
源投资方面持续落后，都将影响全球减碳
目标的实现。

对此，IEA 敦促发达经济体尽快兑现
承诺，即确保每年至少提供 1000 亿美元的
气候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 以帮助他们减
少碳排放、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IEA表示，
预期中 90%的碳排放量增长将来自发展中
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财政缺口较大且技术
相对落后，使得清洁能源投资和部署过慢。

《金融时报》强调，1000 亿美元应该是
一个下限，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比工业
化国家要低，因此，发达经济体无论是从
经济还是道义的角度出发，都应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更多气候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