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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势头，成为能源转型的中坚力量。其中，中国新
能源产业成绩亮眼，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维护市场
稳定贡献了坚实力量。

展望 2025 年，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将开启新
纪元，中国也将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节
点上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
场进一步发展。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
能源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可再生能源普及速度
将加快，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将加速部署可再生
能源设施。

储能技术也将迎来更大突破，智能电网和

分布式能源系统将成为未来能源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更高效的电网管理和更灵活
的储能应用，全球电力系统将能够更好接纳可
再生能源，实现能源高效调度与利用。此外，
绿色金融也将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推动全球加速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
的未来。

不过，在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过程中，仍然
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如何解决风能、太
阳能发电的间歇性问题，如何提高可再生能源
的经济效益，如何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
形式的协调发展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业界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

2024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政策激励
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下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
年末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达成一系列重要行动
计划，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动力。

其中，缔约方一致同意将共同推进全球碳市
场和碳定价的建设，并达成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
目标。

然而，知易行难，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仍面
临诸多挑战。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海
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将令全球经济
发展面临更大冲击，气候适应和减排的双重压力
也将迫使全球加大气候行动力度。温室气体减
排速度仍有提升空间。全球各国也仍然需要继
续加大对低碳技术创新、绿色能源的投资，并加
强国际合作，确保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在此背景下，如何落实COP29大会成果，推
动全球气候行动迈向新阶段，仍是未来几年的关
键任务。

2025年，将于巴西亚马孙雨林地区贝伦市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
方大会（COP30），有望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新节
点。如何落实全球气候目标的具体行动、如何确
保各国履行减排承诺、如何解决资金和技术障
碍、如何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都将
是全球气候治理迈向更加务实有效过程中有待
解决的问题。

2025 年将是低碳氢氨产业发展的关
键一年。尽管面临成本压力、承购协议
获取以及复杂监管环境等持续挑战，但
行业预计，随着低碳氢能、氨能这两个行
业的项目开发逐步活跃，市场可能会带
来一些超预期的惊喜。

在氢能领域，伍德麦肯兹预计，2025
年，中国、拉美、中东、印度等新兴市场将
引领新的吉瓦级项目。受益于低成本可
再生能源、设备以及政策支持，这些国家
和地区将成为重要的氢生产和出口理想
地。与此同时，美国则将继续增加对蓝氢
的投资，至少有 3 个大型蓝氢项目将实现
最终投资决策，总产能超过150万吨/年。

在氨领域，2025 年低碳氨领域将迎来
显著发展，伍德麦肯兹预计，氨整个价值链
将达成价值约80亿美元的交易，仅上游就
有50亿美元投资。

对蓝氨项目不断增长的投资，将延伸
至中游基础设施。随着全球贸易量激增，
大型氨运输船将出现大笔投资，从而确保
开发商能够满足亚洲和欧洲等净进口市场
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在下游，储氨终端
投资将出现增长，从而带动储存和分销低
碳氨的基础设施需求增长。

世界能源谋新求变  逐    向

绿色转型即将开启新纪元绿色转型即将开启新纪元

低碳氢氨低碳氢氨
将迎显著发展将迎显著发展

数智化推动数智化推动
电力体系变革电力体系变革

2024 年是传统能源与新兴能源相互交织，不断探索向更高效、清洁、可持续

方向发展的一年。与此同时，地缘冲突、增长乏力等多重因素也导致国际能源市

场动荡不断。

2025 年，世界能源即将踏上全新征程。在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转型之路上，

清洁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力、温室气体排放的进一步降低、绿色创新技术的不断加

持，都将成为全球携手共进，开启更加绿色、繁荣新时代汩汩不息的推动力。

随着 AI、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不断成熟，全球能源电力供应体系也将迎
来深刻变革。特别是电力系统，智能化、
自动化等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力
生产、传输、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经
历着重要转型。

一方面，AI 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
电力系统在实时数据分析、负荷预测、故
障诊断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不仅提高了
电网稳定性、对具有波动性“风光”电力的
消纳能力，使得能源供应更加清洁和可持
续，还减少了电力浪费，优化了能源使用
效率。

另一方面，如何确保数据安全、防范网
络攻击等，成为电力行业关注重点。此外，
随着AI不断深入应用，如何确保AI系统的
决策过程公正、透明，避免技术滥用，也成
为保障电力供应稳定运行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AI强大算力背后的能源消
耗不容小觑，这给电力供应提出新要求，可
再生能源、长时储能乃至核电技术都成为提
供海量、稳定能源供应的选项。如何在推动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将成
为未来几年电力行业发展的关键议题。

未来，全球电力供应将不再是单纯的
能源供应问题，而是技术、政策、市场和安
全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全
球各国和地区需加快步伐，在推动技术进
步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确保电力供应
体系的安全、高效和可持续。

世界正在从能源短缺时代走向丰富时代。众
多行业机构和能源咨询公司普遍预测，2025年，供
应过剩将推动国际油市进入买方市场。

对目前全球主要产油国之一的美国而言，在
潜在石油供应过剩、油井生产率停滞不前的预期
下，尽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支持提产，但页岩油
气生产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增加上游勘探
和开发的预算，而更专注于股东回报和收购驱动
的无机增长。

上游市场，海上油气开发将进一步提速。2025
年，深水和超深水钻井有望继续大量增加，一些此

前备受瞩目的项目可能获批，进而推动深海油气
设备需求激增，但预计海上油气资本支出将保持
不变或略有下降。

鉴于上述预期，全球主要投行高盛、摩根大
通、花旗等均对2025年国际油价走势持下行预期，
认为油价下行风险包括贸易战、“欧佩克+”价格
战，上行风险则来自中东以及俄乌局势。国际能
源及大宗商品价格评估机构阿格斯指出，美国对
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伊朗等主要石油市场参
与者的贸易和制裁政策，将进一步挑战 2025 年石
油贸易的灵活性。

油市将进入买方市场油市将进入买方市场

LNGLNG供应形势有望改善供应形势有望改善
根据全球海运数据分析公司开普勒统计，

2024 年，由于美国液化天然气（LNG）项目延误以
及对俄罗斯 LNG 的制裁限制了新增供应，全球
LNG出口增速降至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 年，全球 LNG 市场供应形势有望改善。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新增 LNG产能投向市场，供
应规模将明显回升。尽管新供应将在2025年持续
增加，但欧洲和亚洲近年来持续高企的 LNG需求
仍将支撑 LNG价格上行，尤其是在能源转型和去

碳化政策的推动下。
在欧洲，受俄乌冲突影响，LNG需求长期徘徊

在历史高位，LNG 主要用于替代俄罗斯管道天然
气，满足冬季供暖和工业需求，并且欧洲需要长期
保持天然气库存满载来应对潜在的需求激增。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天然气需求近期大幅
扩张，并且随着2025年初需求可能因寒冬而继续增
长，美国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以及全球LNG价格可
能在2025年初都面临“非理性涨势”。

■本报记者 王林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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