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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能源智庫分析機構對全球能源展望始
於上個世紀70年代初。時值中東危

機導致高油價，使得主要能源消費國意識
到，需要有成熟的預測模型成為制定能源
規劃、能源政策的依據。每年，國際能源
署（ IEA）、美國能源資料協會（EIA）、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BP、埃克森
美孚、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CNPC 
ETRI）等等國際權威機構和組織都會按照
各自預測模型體系發佈各自的全球能源展
望，在預測全球經濟走勢基礎上，分析中
長期世界能源發展趨勢。

以各家2018年發佈的報告為基礎，未來能
源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 能源需求增長放慢腳步
　　全球人口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經濟增
速小幅下降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
勢，未來30年，一次能源增速遠低於同期
經濟增速，全球將以36%的能源消費支撐
170%的經濟增長。
2. 能源格局“四分天下”
　　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結構趨向清潔、低
碳和多元化，並且轉型速度要快於之前的
預期。ETRI在展望中認為，清潔能源將主
導世界能源需求增長，到2050年天然氣、
非化石能源、石油和煤炭將各占四分之
一，清潔能源將占比將超過54%。
3. 石油利用加快轉向非燃燒領域
　　在這一過程中，石油的非燃燒利用成
為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包括作為化工產品
原料，製成潤滑劑、瀝青等，以深加工技術
提升來提高石油在非燃燒領域的利用率。

4. 天然氣消費重新抬頭
　　早在2012年，IEA就曾樂觀表示，天然
氣產業進入黃金時代，然而之後的天然氣
並不如預期，夾在“煤炭與可再生能源”
之間，保持年均1.5%的低增長。近年來，
天然氣發展重拾強勁勢頭， 2017年，全球
天然氣消費量增長2.2%，主要消費市場重
回增長軌道，亞洲增速達10年來最高，歐
洲也從負增長變為快速增長。

5. 制約可再生能源的瓶頸正逐一打破
　　過去幾年，業界認為的制約可再生能
源的瓶頸正在逐一打破，例如成本、政策
扶持、消費市場等。

　　在各家機構展望中，可再生能源一直
被認為是未來增長最快的能源。能夠加快
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領域除了電力，還要在
交通和供暖方面同步發力。相比其他傳統
能源，可再生能源受政策變化和技術進步
影響力也更大。IEA強調，要在政策強化的
情境下，可再生能源才有望取得更加迅速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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