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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持续遇冷
能源转型大步向前

“涨价”无疑是 2021 年能源金属市场的关键词。 伴随着各国不
断推进能源、交通、航运等领域的低碳化发展，广泛用于风电、光

伏、储能等产业的铜、锂、钴、镍等一系列能源金属，都进入了价格大涨
的市场周期。

其中，作为锂电池的“核心”元素，锂一年之内价格暴涨超过 400%。 钴、镍、
锰等金属价格全年涨幅都超过 100%。 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电网等领域都必不可少

的金属铜，2021 年同比涨幅也超过 50%。
而核电行业的重要燃料铀，2021年价格也持续回暖，一度达到 48美元/吨，创下多年来的新高。
未来，能源转型带来的需求增长有望为能源金属市场带来长期“牛市”，但上游矿产开

发投资增速不及预期、金属矿产资源开采难度持续加大等难题却为能源金属市场带来供不
应求的隐忧。 如何实现大宗原材料保供稳价、保持重点产业链顺畅、推进能源安全供应，已
然成为清洁能源时代的新议题。 （李丽旻）

能源金属价格大涨
供求失衡隐忧乍现

碳价屡屡创新高 全球碳市空前活跃

2021 年，全球范围内的碳交易市场均异常活跃，碳价对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力也日益
增强。

作为全球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排放交易呈现出空前活力。 自 1 月起，欧盟碳价宛如
坐上了“云霄飞车”，从 32 欧元/吨起，一路“高歌猛进”，在 12 月直冲 90 欧元/吨的高位。

韩国、新西兰以及北美地区的碳交易市场同样表现不俗。各国制定的碳减排政策让碳价不断
显现其真正价值。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2021 年，中国碳市场正式开市，为全球碳交易增添了重要力量。 一年间，
中国碳市场成交量持续攀升，不仅成为国内减排的重要抓手，同时也对全球减排起到了推动、促
进作用。

2021 年 5 月，与欧盟一海相隔的英国推出了独立的全国性碳市场；8 月，日本也公布了碳市
场启动计划，预计在未来一年内实现全国性碳交易。

排放有成本，共识已达成。 碳市场的逐步成熟、碳价的不断上涨已经成为全球各行各业加大
投资清洁技术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各国碳交易体系不断扩大涵盖的行业范围，碳市场有
望成为推动全球减排的又一重要“利器”。 （李丽旻）

“北溪 2 号”竣工即成摆设 俄美欧能源博弈升级

命运多舛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虽然赶在 2021 年末完成铺设，但何时“通气”却成了未
知数。 随着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离任，“北溪 2 号”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原计划 2021 年内获
得开通许可证，被推迟到 2022 年下半年。

“北溪 2 号”难“通气”的背后，一方面是美国一直阻挠欧洲和俄罗斯增进能源联系，希望
自己的 LNG 能敲开欧洲的大门，同时也是忌惮俄罗斯进一步提升能源实力，从而在经济和地
缘政治方面胜过自己。 另一方面，乌克兰、波兰等国的强烈反对，也让欧盟头疼不已。

“北溪 2 号”已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即便正式“通气”未来也将面临诸多变数。
事实上，在清洁能源可以完全“独当一面”之前，欧洲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只高不低，而截至

目前， 欧洲超过 1/3 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 相较于美国昂贵且运输风险较大的船运
LNG，管道天然气才是高性价比选择。 因此，多一条天然气管道，无异于为欧洲地区能源安全
多加了一层保障。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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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探索净零排放 碳中和成“时代命题”
从陌生的减排术语，到大势所趋的“时代命题”，“碳中和”已经实现了从学术词汇到大众

话题的转变。 2021 年，“碳中和”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走红”。
中国已经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而且拿出了“抓铁有痕”的

劲头，力求做好这道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的综合题。
俄罗斯提出通过“缓和且平稳”的方式，完成“碳中和”目标。阿联酋和沙特成为海湾地区

率先提出净零排放目标的传统产油国。 日本通过书面方式最终敲定了净零排放目标。 德国则
将“碳中和”完成时间表提前。

印度和韩国的“碳中和”目标争议最大，舆论指责两国的“碳中和”目标不切实际。
所谓思之深则行之远，在人类与自然实现“和解”的漫漫征途上，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如

何交出一份合格的“碳中和”答卷，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 （王林）

需求飚涨、价格飞升 能源危机多点爆发

2021 年，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国相继出现了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大
规模长时间停电、加油站无油可售、居民电价反复飙升等反常现象层出不穷，
令 2021 年成为了当代少有的“能源危机年”。

地震、严寒、高温等极端情况令日本、美国、印度多地“断电”，拉尼娜现象
使得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进而导致电价成本增长……

与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相比，人为导致的“意外”则更让人啼笑皆非。苏
伊士运河因货轮搁浅成为全球海运贸易的“堵点”，油气价格因此一度暴涨。
美国最大成品油管道运营商遭黑客袭击，导致多个城市的居民“无油可加”。

应急策略不足、调控能力不善、人为失误不断，都成为 2021 年能源供
应遭遇危机的“祸首”。 正值全球经济快速复苏，2021 年的能源需求直冲历
史新高，本就“沉疴缠身”的各国能源供给应如何走出困境？ 合理
利用本国资源，加速开发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系统可持
续发展，或将是答案。 （李丽旻）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全球，各种极端天气也频繁来袭，世界
依然在严峻的考验中前行。 全球能源转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
经济的不断复苏，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回暖，然而，可再生能源受制于极端天
气难以“稳定发挥”作用，化石能源因上游投资减少而供不应求，行业低碳
化加速使得供应链价格高企……世界各国为了平衡能源供应与清洁发展
绞尽了脑汁。

2021 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可谓喜忧参半。 虽然也取得
了一些积极成果，但相较于此前的气候大会，这场被誉为“人类自救最后希望”的重量级会议，行
动力仍显不足。

虽然发达国家曾承诺，在 2020 年前，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解决欠发达国家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但这个承诺如今不仅没有兑现反而面临推迟。 更有甚者，美、英、澳等
国继续无视其自身气候政策无力、减排动力不足等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认真推进“以实则治”的气候行动。 从自身大力支持削减碳
排放，到以大国担当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关键力量，中国充分体现了言出必行、行胜于
言的战略定力。

正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所言：“光有目标，没有行动，没有政策，那算什么力度？
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我们是认认真真在落实。 ” （王林）

第 26 届气候大会召开 中国“气候格局”获点赞

各国抢滩布局氢能
绿氢竞争力渐增

2021 年，氢能的热度只增不减。 德国、法国、
阿联酋、俄罗斯等多国先后宣布氢能战略。

德国确认优先发展“绿氢”，法国计划推动
氢能技术研发和工业应用， 俄罗斯努力探索最
具成本效益的 “制-储-输-用” 氢气一体化路
线， 阿联酋则以全球最重要氢气生产和出口国
为己任。

在中国 ，河北 、广东 、山东 、浙江 、北京 、
上海等多个省市相继在其 “十四五” 规划中
提出发展氢能产业。

相比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制灰氢、灰氢配合
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制蓝氢 ， 清洁能源制绿
氢，才是一种真正零碳的能源。 而随着全球清
洁能源发电成本的不断降低，绿氢的成本竞争
力也与日俱增。

事实上，不管是哪种规划和目标，都是各
国抢滩布局氢能产业的缩影。 在全球对氢能
寄予厚望的背景下， 氢能产业链的布局正日
渐明朗化、 精细化， 氢能产业的未来也更加
值得期待。 （王林）

与一波又一波投资涌向清洁能源相比，
2021 年， 化石能源的上游生产领域显得格外
“冷清”。

2021 年， 油气上游领域投资延续了 2020
年的颓势，勘探项目一再延期、生产项目屡遭
叫停，投资额较疫情前的水平下降达 25%。 此
外， 全球范围内基本没有推进 LNG 上游增供
的计划。

煤炭领域的形势更为严峻 ，“不再投资
新建煤电项目”的承诺此起彼伏。

但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能源需求回暖，
却推动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一再走高。 根
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1 年， 全球电力需求
增长速度实际上远超过了可再生能源装机增
速， 以煤炭为首的化石能源反而成为了多国
能源保供的“救命稻草”，2021 年燃煤发电量
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多变的市场形势需要前瞻性的决策，摒
弃化石燃料的步子迈得过大是危险的。 如何
合理利用资源、 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值得深思。 （李丽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