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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能源展望 

廖华（教授），魏一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一、世界经济近期状况与长期趋势 

2014 年以来，全球经济进一步分化，增长格局与上世纪 90 年代

末有较多相似之处：美国乐观、中国下行、欧洲堪忧、日本惨淡、俄

罗斯重创，油价大跌、美元走强。 

未来十五年世界经济总体上将持续平稳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

部环境总体乐观。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

界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2.8%），并未出现长期萧条的情形。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没有恶化成萧条，这表明世界经济具有较强的内

生调整能力，部分“引擎性”经济体的政府也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对能力

和相对较好的协同机制。未来全球经济不太可能进入长期性低迷期，

也不太可能换挡到较低的增速区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但其经

济体量比以前更大）。尽管存在一些摩擦，但世界政治局势总体还是

向好，中国可以与其他进口国一样、以大体相同的价格购买到所需要

的能源。 

从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局来看，当前世界经济与上世纪 90 年代末

有显著不同。全球金融体系基本实现去杠杆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

济体在国际经济中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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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气候变化中亦有了更多担当。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中的跨境使

用范围日益扩大。中国已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

放国。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趋缓，但因经济体量较大，中国在世界能源

需求增量中仍会占较大比重，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重要内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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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世界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BP 和作者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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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3 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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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能源需求走势基本判断 

预计未来五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速将有所减缓（年均约 1.5%），新

能源和非常规能源产量增速将明显减缓。经济形势与能源形势互为影

响和制约，但在正常情况下（例如不出现战争、大规模政局动荡、自

然灾害等），主要是前者影响后者。我们对主要机构以往的能源需求

预测误差成因分析表明，经济增速假设偏差是决定能源需求预测误差

大小的主要因素。受近期经济增速格局的影响，未来五年全球能源需

求增速将有所减缓。由于油气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以及新能源和非常

规能源产量基数增大，未来五年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投资和产量增速

将明显减缓。 

未来十五年世界能源需求总体上将持续增长（1.0~2.0%），但具

体的增速数值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新兴发展中大

国，也来自全球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尽管国际分工仍在演进、技术

水平仍在提升，但其对能源需求规模的影响力度不会发生急剧变化。

未来能源结构调整步伐不会减慢；能源需求增长的区域重心将继续向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移动。 

国际原油价格可能在较长时期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原油产量在

增长，但没有迹象显示原油储采比在持续下降。原油生产的国别分布

比以前更加分散了。大量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的实证研究类论

文显示，OPEC 对国际油价并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中国的原油需求

增速将有所减缓；印度可能会加快，但印度目前基数还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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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世界原油储采比 

数据来源：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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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世界石油消费增量（2003-2013 年） 

数据来源：BP。 

三、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点认识 

中国经济已进入并很可能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增速区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经过 30 多年的高增长之后，

9%以上的增速已不太可能持续出现了。这已基本成为各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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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经济状况初步验证这一点。增速下滑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已

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分类），根据经济增长

理论和国际经验，后发优势相对较少，经济自然增长潜力要下降；二

是决策层克服了过去的速度情节，对长期经济增速趋缓有了“新心

态”，接受并认同长期经济增速要下一个台阶。 

经济增长质量是否会显著好转，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迹

象，还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回顾历史，中国在 90 年代初甚至更早

时期就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强调从“速度型（或

粗放型）”向“效益型（或集约型）”转变。但是，增长质量并没有显

著好转，投资率不降反升，目前已接近 50%。这一数据超过主要发达

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图 11）。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以钢铁、水泥为

基础的建筑安装工程占了 70%。这是典型的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

型发展方式，由此也造成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大量建筑物摧毁重建重

修、能源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部分国民经济体系在自我循环。这也

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能源需求驱动因素与发达国家历史上能源需求

驱动因素的重要区别。 

 



 6 

0

10

20

30

40

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美国 日本 韩国 德国 巴西 中国 英国
 

图 部分国家投资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出于风险担忧和谨慎原则，未来较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

仍有可能推出。短期经济波动无时不在。尽管已具备接受 7%甚至更

低一点长期经济增速的心态，但是在短期经济波动中：如果某年经济

增速降到 6%并有继续下行的风险，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则较大规模

的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仍有可能推出。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机构出

现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我国政府总体上是倾向于救助。

如何在熨平短期波动和促进长期增长之间摆好心态并防范风险，这是

比较困难的。这也直接关系到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因为短期投资刺

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土建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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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经济增速 

实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重视或关注。与以往相比，能源问题受到

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程度有明显提升。这既有资源稀缺，能源生产、消

费和进口规模增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原因，更有加强环境保

护内在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外在压力的原因。以雾霾治理为代表的环

境保护已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应对能源问题，特别是节能和总

量控制问题，依赖宣传和教育远远不够，需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激励机

制，以引导社会预期。 

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压力相对减轻，实现 2020 年 48 亿吨标准煤

能源总量控制目标的可能性增大。经济增速下滑带动能源增速下滑主

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二是经济结构效应，投资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尽管具体幅度并不确定），以土建项目带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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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速将大幅下滑。 

油价下跌为推进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能源价

格机制和流通机制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大方向也比较明确，但并没

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推动。以往的数次价改机遇已被错过。在目前较

低的能源价格水平下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压力。包括

能源定价机制改革、石油流通体制改革（例如进口权限）在内的诸多

改革是互为前提条件的，但如果寄望于所有条件具备后再推行，那只

能是一拖再拖。这也应当给出明确的时间表，让各类市场主体形成预

期。 

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先进能源技术推

广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容量。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先

进能源技术存在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空间，单位成本相对较低，规模经

济效应显著，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正如我国高铁制造

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这在

其他国家是很难大规模发展的。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有可能成

为部分先进能源技术研发和使用基地。 

五、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看到很

清晰思路和系统方案。过去十年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

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推进，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然可以看到对总量和强度控制

目标进行地区和行业层层分解的工作思路。碳交易市场工作已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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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这是一个很好且很有必要的探索，但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还需

要时间检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还不容乐观。大规模的排放（污）

权交易市场在国际上的成功案例也不多。 

能源价格水平较低不利于节能减排，也不利于发展新能源。较低

水平的能源价格很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低能源价格是把双

刃剑。发展新能源不能长期依赖于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能源价格弹

性通常为负，这以被大量国内外实证研究所检验（差异只是在具体的

量上）。但是，正如“资源诅咒”一样，如果没有利用好这个机遇，反

而可能会刺激过多的能源消费，将基础设施和装备存量锁定在高能耗

轨迹上。影响能源需求的因素很多，除了能源自身价格以外，还有收

入、替代品价格、作用时间、未来预期等。在现实中，可以直接观测

到的是价格下跌、需求在增长，价格上涨、需求也在增长；但这不能

否认价格和价格机制的负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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