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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一般是指能源的供应安全即能源的可获得性和能源价格，广义是指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
价格合理的能源；狭义是指不受制于对某些产油国或产油区进口石油的依赖。随着环境问题的显现，能
源安全又开始逐步从供应安全转向使用安全即开始注重能源的清洁、安全和高效使用。气候变化安全问
题目前日益突出，其全球性、整体性、长期性、不可逆性和人为性使其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产生了重
大影响。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各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促进了围绕能源而展
开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也推动着相关领域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1]当前不断震荡的能源价格使得
全球能源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低碳和清洁能源成为全球未来发展大趋势，这种趋势下，能源的地缘政
治、供需结构和产业技术都在发生大调整。这些变化不仅对当前全球能源走势产生直接作用，而且也对
今后全球能源体系产生巨大影响，国际社会已经将能源问题提升到涉及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经济发展
和维持民生的战略高度，全球和地区国际能源合作日趋深入发展。[2]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
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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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尽管中国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
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
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
平总体落后、在全球治理中缺乏话语权和建章立
制能力等挑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能源安全发表诸多重要讲话，能源安全是
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
至关重要。 [3]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
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
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
际合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即在2035年已经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 [4]。在此
期间。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2035年后的全球能源发展形势将发生重大变
化，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形势也将更加严峻。中国
不仅要成为全球低碳发展大国和能源强国，也会
积极引领新一轮标志性能源体系的建章立制，成
为全球能源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全球新能源
体系的建设者。

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受到的能源资源限制仍

然存在

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受到的能源资源限制仍然
存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能
源资源的短缺性挑战，表现在过低的人均能源资
源、过大的消费量和依存度。第二是资源的供需
双重挑战。第三是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挑战。第
四是全球能源低碳竞争日趋激烈，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
限制越来越大。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更加优先和重
要的议程，如何认识和研究这些新旧问题，成为
决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第一是中国能源资源的短缺性挑战，表现

在过低的人均能源资源、过大的消费量和依存

度。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
压力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能源发展过程
中，必须坚持以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水
平，支撑实现中国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目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就
举世瞩目。中国能源消费、人均能源消费都在迅
速增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石油进口量已成为
世界第一。中国能源总量少，人均资源禀赋差，
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仅是世界水平的
67.4%、5.5%和9.3%；储采比分别为31、11.9和
28.0。[5]中国是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010年
以来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55%以上来自中国，目
前钢、铜和铝消费量占全球比例均在40%左右，
锌、锡则超过了83%。中国主要矿产和石油的对
外进口依存度都已超过50%。通过计算2000年以
来中国石油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到石油
进口额占GDP的比重介于1%～3%。[6]

第二是资源的供需双重挑战。首先，供求
矛盾不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石油消费量不断加大，也使得
中国石油进口额大幅增加。中国能源对外依存风
险加大，进口增速较快，2000～2015年间，消
费量增长1.5倍，进口量增加3.7倍，石油对外依
存度由2000年的27%增加到2015年的59%。美
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2%上升到50%，经历了32
年；中国对外依存由0上升到50%，仅用了15年，
未来5～1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接近70%。 [7]中
国在能源品种、质量和数量上对中东等资源生产
中心的依存度和集中度都在增加。从全球来看，
未来十年，以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为主要需
求方，以中东、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要供应方的
供需分离格局将是全球战略性资源供应的主要形
态。其次，中国是全球资源市场的被动接受者和
波动受害者。中国尚未进入国际主要战略性资源
市场运作的核心，也缺少中国基准价格，而是被
动接受战略性资源国际价格。全球的能源体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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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美国主导，美国和西方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能
源价格、航运规则、资源开发的社会责任等治理
机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通过建构反
垄断联盟的方式成功反制了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禁
运。通过协调行动，欧美的基本目标是在短期建
立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威慑机制，增加矿产出
口国采取禁运政策的成本。1974年成立的国际
能源署（ IEA）、1991年成立的国际能源论坛

（IEF）就起到了协调各方行动的作用。时至今
日，通过内部协调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不稳的
抵抗力仍是欧盟威慑资源供应国的重要手段。
欧盟的团结原则（solidarity principle）就要求
成员国互相帮助，以避免个别成员国遭受严重
的能源危机，增加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部供
应压力的耐力。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却始终没
有足够的、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中国受到
四种战略性挑战：一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源市
场份额分配格局和我国日益扩大的消费地位的矛
盾，二是西方设计的资源游戏规则和中国融入能
力的矛盾，三是中国海外资源来源（苏丹、伊拉
克、阿富汗等）的安全和政治风险挑战，四是中
国面临“新重商主义”和“中国资源威胁论”等西方
舆论的长期围攻。

第三是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挑战。中国石
油进口地区主要包括中东、北非、西非、亚太、
中南美和俄罗斯，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地区，还
有20%来自非洲地区，14%来自苏联，12%来自
中南美地区，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是陆地运输，
例如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潜在风险较低。中国
近90%的石油运输是通过船运，所以主要考虑
船运风险。目前中国通过海运方式进口石油路
线单一，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总体上抗风险能力差，安全系数较低。 [8]在目前
的世界能源运输格局中，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和贸易航运水
道之一。马六甲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将会因为东亚
地区经济和能源需求的快速成长而不断提高。 [9]

印度洋及马六甲海峡航路的安全形势对东亚各国
的能源及经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该区
域及周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国家
内政紊乱，民族、宗教乃至领土争端问题积重难
返，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和海盗活动始终未
能平息，域外大国与地区内部分国家的敌对时常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而随着该区域战略地位的
上升，大国博弈亦使得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
更加复杂。具体而言，东亚国家在该区域的海
上运输线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恐怖袭击与海盗滋扰影响航路安全。印度
洋及马六甲等航路区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不仅
能够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心理冲击，而且往往
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洋及马六甲区
域的海盗问题由来已久，亚丁湾一带的海盗活动
此起彼伏。[10]其次，地区国家间争端及热点问题
发酵不利于合作保障航路安全。当前，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南海这一航路周边存在诸多国家间
争端、热点问题及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不仅对
航路安全造成潜在隐患，而且不利于国家间合作
共同保障航路安全。最后，在海运过程中由于管
理及技术因素引发的航路安全隐患亦不能忽视。
由于马六甲海峡的通航密度不断增加，且海峡宽
度较窄、航行区内多沙滩沙洲等因素的影响，马
六甲海峡水域常发生船舶搁浅、相撞等事故。

第四是全球能源低碳竞争日趋激烈。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
源、环境限制越来越大。2020年后，中国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将基本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
总和。全球正在发生低碳变革，谁在低碳变革中
取得优势，也意味着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取得主导
权。当前各国的低碳能源竞争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全球新能源对石油的替代正在加速进行。
以风能、光伏和地热技术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
技术得到较大发展。国际再生能源产业开始进入
加速起飞阶段。其次是全球的供需结构继续出现
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已出现结构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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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在与低碳、环保相关的税
费、排放权交易等机制方面开展了研究与实践。
以经济手段而不是完全依靠行政手段促进能源变
革，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发达国家的这些经验
将为全球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变
革提供重要参考。碳排放限额交易机制是欧盟
推动低碳转型的经典政策，而英国和德国实施
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税收政策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11]美、欧、中三大博弈主体都试图
成为建立低碳国际经济发展模式的领头羊，与
多边机制若即若离的美国依托国内绿色新政指引
下的全面立法构筑了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欧盟
则依托共同政策体系实施着低碳转型的最广泛的
欧洲协作。

中国正努力成为具全球引领作用的低碳大

国和能源强国

当前中国正在能源低碳化的道路上稳步前
进，在低碳能源变革领域，中国立足国情，紧跟
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
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正在大力增加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消费比重，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
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在能源通道领域，中国
正在成为全球能源互联互通的践行者，目前基本
形成了“三陆一海”的能源进口格局。中国特别在
能源互联网领域取得先发地位，能源互联网基本
上是指互联网技术与能源行业的深度融合。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
压力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能源发展过
程中，必须坚持以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能
耗水平，支撑实现中国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
目标。 [12]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立绿色生产
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13]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
活系统循环链接。

当前中国正在能源低碳化的道路上稳步前
进，2011年之后，中国的碳排放已经大幅超过
发达国家。为此，中国下大力气进行技术升级和
产业结构调整，近十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到
0.994kgCO2/美元，下降了31%，成为下降幅度
最大的国家之一，并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
国家碳排放强度的差距缩小了一倍以上。着眼未
来，经测算，以前述的能源转型力度，中国能源
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后将进入相对稳定
平台期，2025年左右可达峰值；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持续下降，2030年比2005年下降70%
以上，完全能够实现2016年中国签署《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时所做出的承诺。历史成效和未来推
演表明，中国有能力以能源革命建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完成国内能源转型的同
时，将为有力参与、甚至主导气候治理、构建绿
色低碳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提供坚实硬实力。

在低碳能源变革领域，中国立足国情，紧跟
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
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对
中国2030年前能源革命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能源革命目标。2030年，高碳化石
能源利用大幅减少，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达到20%左右，天然气占比达到15%以上，
低碳能源联合占比达到35%，新增能源需求主要
依靠清洁低碳能源满足。重申中国在《巴黎协
定》框架下提出的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
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左右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的目标，
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目标纳入国内能源革
命战略。能源自给能力目标上，计划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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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80%，到2030年能源自给达到较高水平。
加强能源消费管理，调整产业结构，推进节能和
减排，单位GDP能耗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
大力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在能源低碳、绿色转型的国际竞赛中抢
占先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了2020年前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和实施途
径。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
动目标全部完成。其中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

中国正在大力增加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消费比重，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模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到2020年非化石
能源、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达
到15%和10%左右，到2030年分别达到20%和
15%左右。稳步推进主体能源更替，推动气消费
持续增长，煤炭消费逐步下降；化石能源消费达
到峰值，非化石能源成为能源供给增量的主体。
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正在加快建设现代能源体
系。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加快形成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坚定推行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能源供给
革命，构建绿色智能的能源供应体系。大力发展
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着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造
能源产业，提升能源生产、储运等全产业链的智
能化水平和效率。

在能源通道领域，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能源互
联互通的践行者。中国目前基本形成了“三陆一
海”的能源进口格局。即东北、西北、西南能源进
口和海上能源进口通道。东北能源进口通道由中
俄原油管道和中俄天然气管道两部分组成，西北
油气进口通道是由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
然气管道组成。西南进口通道主要是中缅油气管

道，而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中巴石油管道
也将成为中国西南能源进口通道的重要一环。海
上运输通道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油气进口通道，
约占油气进口的80%。中国从中东非洲进口石油
主要的海上运输线路有三条：中东波斯湾—霍尔
木兹海峡（或苏伊士运河—亚丁湾）—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中国；西非—好望角—印度洋—马
六甲海峡—中国；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好望
角—马六甲海峡—中国。其中，80%海运途径马
六甲海峡，38%海运途径霍尔木兹海峡。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将增强与沿线国家在油气
开发与贸易领域的深度合作、打通陆上油气运输
通道、构建多元且稳定的供应格局。其中较为突
出的是，中国具备在世界其他地方融资和实施大
型工程的能力，在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方
面优势明显。最大的高铁网络、最长的天然气管
道、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电网等中国的“超级工
程”不断涌现，充分表明中国工程建设经验和施工
技术已在许多方面走到世界最前列。2013年10月
至2016年6月，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签署建设的
重大能源项目中近一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将有力提升中国与能源富足地能源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

中国特别在能源互联网领域取得先发地位，
能源互联网基本上是指互联网技术与能源行业的
深度融合，它包括新一代的智能电网技术、分布
发电及储能技术等，运用这些技术将电力网络与
传统能源网络以及可再生能源网络的节点相互联
系起来，实现能源的双向流动与高效利用。能源
互联网可以说是能源链概念的具体应用的一部
分，它囊括了能源链上占有、充分利用以及衍生
技术等一系列制度和活动。2015年9月26日，习
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
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
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14]2017年5月14日，习
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再次提出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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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15]欧洲超级电网、东北亚互联电网、
北非向欧洲输电的“沙漠太阳能计划”等正在积极
研究推进，国家电网公司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的战略构想也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电网跨国
互联为进一步调整基于石油主导地位的全球能源
治理格局提供新路径。

然而能源资源仍将会继续成为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约束因素。中国2015～2035年能源需求增长
速度将降至平均1.9%，但到2035年中国能源需
求仍占世界总需求的25%。[16]中国能源对外依存
度处于较低水平，但油气对外依存度攀升。2016
年，中国能源进口总量约8.9亿吨标准煤，能源
对外依存度18.3%。中国于1997年成为净天然气
进口国，到2015年，中国石油和原油对外依存度
首次双破60%。中国于2007年成为净天然气进口
国，2015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升至32.7%。BP在
《2030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2035年中国石
油对外依存度将升至75%，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
过40%。IEA预测203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
超过80%。

中国在全球能源体系的话语权和建章立制能
力与中国的国力仍不相符。“石油美元”体制是全
球能源价格的重要基础，美国通过货币政策可以
操纵国际油价，美元支付结算的规则实际上掌控
着国际石油定价权[17]。中国石油的对外进口依存
度已超过50%，但中国却是全球资源市场的被动
接受者和波动受害者，中国也不是主要国际组织
如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的成员。我国大宗商品
缺失国际定价权问题缘由包括无国际定价中心；
行业集中度过低导致无序竞争；管理体制存在诸
多缺陷；对国内企业参与期货交易限制过严；国
内期货市场发育不完全。[18]中国尚未进入国际主
要能源资源市场运作的核心，也缺少中国基准价
格，只是被动接受战略性资源国际价格，作为全
球最大的战略性资源消费与进口大国，中国因国
际涨价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19]

2035年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强国的路径

能源资源对经济、国防和基本民生至关重
要，2035年中国处于对内转型发展和对外和平崛
起的双重节点，能源资源是大国崛起（如1920年

代美国、1940年代德国、1960年代日本等）的重
要保障或失败诱因。继续引领低碳发展、推动能
源互联网和全方位国际合作是中国全球能源强国
建设的路径，有利于中国在2035年成为全球能源
强国。

低碳发展。中国必须形成实现低碳、绿色和
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排放强度的社会体系，使中国
进入低能源强度国家行列，引领能源节约型消费
潮流，支撑中国2050年全面现代化目标。继续壮
大清洁低碳能源支柱，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清
洁化是2035年后能源强国的重要途径，安全稳步
高效发展核电。全面掌握先进核电研发、制造、
建设和运行技术，成为核电强国。加快发展可再
生能源，以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主力，多
种可再生能源发电为补充，推动可再生能源成为
低碳、安全、分布式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

从2030到2050年，中国要实现中等发达国
家和“中国梦”奋斗目标，意味着能源体系要实现
根本性变革，建成节约、高效、绿色、低碳、多
元、安全的现代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现代化既
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也
是全面实现可持续、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在
203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明显降低一次
能源需求增速的基础上，2030年到2050年，中
国能源供需将进一步实现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
求，进入能源需求低速增长时期。新增能源供应
将基本依靠优质清洁能源，各种新能源开发利用
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能源技术发展速度进
一步加快，许多革命性技术取得进步，或已经开
始应用，或已经可以看到规模应用的具体前景。
到2050年，中国将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能源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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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入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2030年到
2050年，中国能源发展重点是发展和普及新一代
高效能源利用技术，保持油气能源的稳定供应，
完全实现煤炭的安全高效科学生产和高效清洁利
用，继续大规模发展核电，非水可再生能源进入
大规模扩张阶段。新一代能源资源和利用技术开
始进入实际应用或技术成熟阶段。能源清洁环保
开发利用进入高级阶段，能源碳排放进入总量下
降阶段，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在低碳发展中，还需要实现全方位水、能源
和粮食的协调发展。气候变化的加剧推动了世界
各国重新理解安全和安全观念，纽带安全即在这
个背景下发展起来，其核心是水、能源和粮食等
资源安全及其相互影响。传统环境安全的重点是
环境资源和国际冲突的因果关系，但是新安全纽
带研究则强调水、能源、粮食等资源安全种类的
多重因果联系。其中水资源安全在这个纽带中扮
演了中心角色，水危机正在恶化全球粮食安全形
势，水资源也是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开发和运
输的要素。与此同时，能源安全也和粮食生产、
生物燃料密切相关。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
化公约》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2000年《千年宣
言》进一步论述，2015年联合国提出“2030可持
续发展目标”，水、能源和粮食成为其中的核心内
容。在此背景下，中国顺应发展潮流，结合本国
国情，牢牢把握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
观，实现能源、粮食和水的协同治理，实现生态
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发展和科学路径建设。

继续引领能源互联网建设。能源互联网的出
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能源体系的地缘政治结构。
传统的化石燃料丰富的地区将不再是大国争夺的
焦点，而那些可再生能源丰富的破碎地带将成为
大国之间新的竞技场，如北极地区的风能、非洲
的太阳能等。这一改变会带来大国权势分布结构
的改变，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势有着潜在的巨大
影响。目前，各大洲内部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
正在建立清洁能源发电基地，各洲许多国家之间

已经或正在形成跨国互联电网，互联规模不断扩
大，北美互联电网、欧洲互联电网、俄罗斯—波
罗的海互联电网已经形成，南部非洲、南美洲等
地区联网加快推进，欧洲超级电网、东北亚互联
电网、沙漠计划等也在积极规划当中，中国也在
加强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联
网，这些都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一旦
欧亚大陆的超级电网形成，“世界岛”将再次成为
全球争夺的焦点，而陆权大国的占有和实用能源
链的效率将大大超过海权国家，这将会改变侧翼
大国对“核心地带”国家均势的格局，从而彻底改
写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能源互联网是中国最好
的选择。在清洁能源成为主导、大型清洁能源基
地充分开发的背景下，从智能电网一步步走来的
全球能源互联网，用大容量远距离的特高压输电
将全球的清洁能源基地连接起来，使清洁能源突
破空间限制；用智能电网技术将区域能源互联网
融合进来，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电源即插
即用、与用电需求侧灵活互动；洲际骨干网架、
洲内跨国网架、各国家电网、地区电网、配电
网、微电网协调运行、紧密衔接；真正实现全球
清洁能源的共享，终将成为新一代清洁、智能的
全球能源配置平台。

推动建设国际强国。当前，全球能源治理已
经进入了新时代。无论是全球能源治理的主体，
还是治理对象；无论是其特点与内涵，还是治理
工具；无论是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还是治理模
式机制，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体系的
东升西降、能源结构革命和技术快速变迁、全球
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实力消长、能源金融化进一
步席卷全球等因素的变化都推动全球能源治理进
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必然在全球能源治理的新
时代中发挥重要作用，2035年后的中国将继续推
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为
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中国应该推动能源全球主义，强调与发达国
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安全、促进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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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拥有广泛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因此在应对
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不断推动全球主
义下的合作，减少功利主义对全球能源合作的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实
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
提条件下，要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
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对外合作，扩大能源进口来
源、加强进口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吸收人
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理念
和技术。[20]

中国从2035年开始将会成为主导全球能源治
理进程的重要贡献者和参与者，高调融入并争取
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
交。一方面，中国参与了多项能源治理机制，与
能源治理各主体开展了丰富的合作，发挥了日益
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还停留在对话、交流以及政策协调的初步阶段。
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对下一
代能源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争取在全球清洁能
源治理中取得主导权是中国崛起于国际能源体系
的必经之路。为此，中国在外交层面需要构建“三
位一体”的能源治理体系，在内政层面继续推进
改革，加速融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联合发
展中大国等在能源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国际能源宪章》、国际能源署以及二十国集
团等主要治理机制取得话语权，运用国际制度的
力量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再者，保证能源资源供
应，发展能源技术。积极参加全球资源投资，进
行全球布局。中国继续促进国际能源期货交易的
发展，促进能源金融交易业务国际化，促进交易
品种国际化和交易货币人民币计价国际化，以此
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资源供需格
局中的话语权、定价权，2035年之后中国还应该
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能源计价、结算货币机
制，通过对外投资、援助，在石油天然气贸易中

建立起人民币“回流机制”。
综上所述，2030年后的全球能源发展形势

将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形势也将更
加严峻，未来的能源转型和全球能源治理日益
重要。无论是全球能源治理的主体、还是治理对
象，无论是其特点与内涵、还是治理工具，无论
是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还是治理模式机制，都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2035年中国已经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能源
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正如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中国要成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
能源发展新时代，中国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不断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改革
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

“美国新一届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主

要动因分析与识别”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赠款项目“气候变化谈判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

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

71741009、201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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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stainable Path for Becoming a Global Energy Power
—Study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on Energy Security

Yu Hongyuan

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related to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vital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s,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face of  new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 to safeguard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we must revolutioniz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ch is a long-term strategy.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esent conditions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tasks and major initiatives. The global energy development situation 
after 2030 will undergo major changes and become more severe, so energy transition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In the new era of  energy development, China must build a clean, low-carbon, and safe and 
efficient modern energy system and continue to lead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Energy security, energy governance, modern energy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