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30邁向清潔世界：中國能源轉型蘊藏巨大商機 

 

導讀 

减少煤電依賴，提高能源效率已經成爲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中國的

能源轉型將在整條價值鏈上創造巨大的商業機遇，那些積極參與能源

轉型的企業將獲得豐厚的回報。 

 

    2010年，中國正式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能耗國。近年來，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能源消耗的猛增。在保障能源供給以支撑

經濟發展的同時，减輕能耗對環境的影響已經成爲中國未來面臨的最

大挑戰。 

    而中國的能源消費將繼續攀升，至 2020 年，中國的能耗增長率

將是美國和歐盟的 9倍。國際能源機構（IEA）預計，到 2030年，中

國將占世界能源需求的近四分之一，能源消耗比美國多 60%，是歐盟

能耗的兩倍。 

    滿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將成爲中國政府的嚴峻挑戰，而政府在

制定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環境保護、國內能源價格和國內産業等問題，

這將讓中國的能源挑戰更加複雜艱巨。政府做出的每一個舉措都將牽

一髮而動全身，對各方造成巨大影響。因此掌握未來中國能源領域的

發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的能源前景如何？爲了回答這個問題，BCG進行研究，探尋

2030 年中國能源領域的發展前景。我們采用情景規劃法，預測出三

個情景：基礎情景、經濟爲先和清潔世界。三個情景分別代表中國應



對能源挑戰的三種不同結果。 

中國的能源現狀 

    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能源領域高度依賴煤炭。2011

年，煤炭占中國 80%的發電量，67%的發電裝機容量。煤炭儲量大、

易于開采而且價格便宜，這些優點使煤炭成爲中國長期依賴的能源。

然而，煤炭的缺點也顯而易見，首先是發電效率低，中國目前火電廠

的平均能效大約只有 35%。此外，煤炭燃燒對環境的污染很大。 

    因此，减少對煤炭的依賴已經成爲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然而面

對如此之大的能源需求，减少煤炭依賴所面臨的挑戰可謂前所未見。

這需要一系列措施，包括從國外引入天然氣、建設核電站、提高電價

和升級電網等。這些工程都需要規模巨大的投資，中國電力企業聯合

會預計從 2011年到 2020年，相關總投資額將達到 13萬億元人民幣。

同時，政府還要解决能源區域間不平衡問題——主要需求在東南，而

資源集中在西北。此外，上百家高能耗企業將被整合或關閉，從而提

高國家落後的能源效率。 

中國能源未來：三種情景 

1. 基本情景  

    在這個情景中，我們預測中國的經濟發展將穩步降速，2015 年

達到 7.9%，2016-2020年達到 6.9%，2021年-2025年達到 5.3%，2026

年-2030年達到 3.5%。同時，政府基本兌現了在能源領域的承諾，在

整合和關停高能耗企業中取得了中等程度的進展，提高了工業能源利

用率。此外，政府對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發電産業的補貼維持不變，



實現了十二五規劃制定的目標。然而在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後，

核電發展基本陷入停滯。此外，政府在北京、天津、長三角和珠三角

實施的限排政策取得了成功幷逐漸擴展至其它地區，PM2.5值得到控

制。 

    在基本情景中，中國的耗電量將增長一倍以上，從 2011 年的

4,693太瓦時增長到 2030年的 10,166太瓦時。同期的發電裝機容量

也將翻倍，從 10,500億瓦提高至 22,110億瓦。煤電占比從 2011年

的 67%降至 51%，同時天然氣、風電、核電和太陽能發電的份額均快

速提升。而石油、生物質發電、地熱的增長速度中等，而水電的占比

略有下降。 

2. 經濟爲先 

    在這個情景中，我們預測中國經濟將繼續高歌猛進——2015 年

達到 8.3%，2016-2020 年保持在 7.3%。在提高能效和發展清潔能源

方面，政府未能取得快速進展。2030 年，中國的電力需求量將達到

11,506太瓦時，發電裝機容量達到 25,030億瓦。中國對煤炭的依賴

幷未有明顯改善，煤電占比將下降至 60%。其它新型能源發展較慢。 

3. 清潔世界 

    這一情景與經濟爲先恰恰相反，是最“綠色”的一個。我們預計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較爲緩慢，同時能效、新型能源發展和限排取得

快速進展。政府將積極嚴格地關停或整合高能耗企業，工業能耗效率

得到快速提升。葉岩氣和煤層甲烷取得意外進展。風電、太陽能、生

物質發電和電網整合工作超出預期，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降低。政府



開始大規模發展核電。 

    在本情景中，2030 年中國的電力需求總量達到 9,288 太瓦時，

發電裝機容量達到 20,210 億瓦。煤電占比急劇下降至 40%，同時其

它能源占比快速提升，天然氣達到 13%，風電達到 15%，核電達到 7%，

太陽能達到 3%。水電達到 20%，比 2011年略有下降。 

能源轉型藴商機 

上述三個情景代表著未來中國能源的一系列可能性。無論哪一個

情景，要减少煤炭依賴，提高能源效率，政府必須在多方面大膽行動，

以下是一些關鍵的領域。 

    讓煤電更加清潔，效率更高。在基本情景中，2030 年煤炭占中

國發電裝機容量的一半。但考慮到未來中國能源需求總量的增長，煤

炭的實際發電量依舊會上升。因此，要控制煤電産生的環境問題，中

國需要在能源效率上取得進展。新的五年規劃要求每單位 GDP能耗减

少 16%，顯示出政府在提高能效方面的决心。因此，能效領域將成爲

未來的發展重點。 

    大幅提高天然氣地位。在降低煤炭依賴的道路上，天然氣將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必須要同時引導供需兩端的增長，才能减少對

煤電的依賴。在供應端，政府要大力發展國內天然氣的開采，特別是

非傳統資源，如葉岩氣的開采。中國還需要大幅增加天然氣進口，包

括管綫運輸和液化天然氣的進口。此外，政府還要對基礎設施建設的

投資提供激勵，例如天然氣發電站、管綫和固化裝置等儲存設施。 

    在需求端，政府必須對天然氣的使用提供激勵，例如對煤炭消費



或碳排放徵稅。此外，政府還需對公衆進行提前的教育推廣工作，因

爲天然氣的使用勢必會提升能源零售價格。 

    繼續發展核電。中國不應放弃核電計劃。目前在建的 20 多座核

電站應如期完工，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况下建設新的核電站。政府應

制定計劃，保證鈾和釷資源的供應。同時核電站安全性、可靠性以及

廢料處理等方面都亟待提升。 

   指導綠色能源發展。政府需要對綠色産業的長期發展提供稅費支

持，同時捋順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例如風電和光伏發電産能過剩的問

題。政府應鼓勵中國企業與西方公司合作，獲得需要的技術和經驗。

此外，如何提高綠色能源的穩定性和電網融合度也是需要面對的挑

戰。 

對企業的影響 

    中國能源轉型將在整條能源價值鏈上創造無數商機。以下領域將

最爲突出： 

 提供能源，包括能源進口與能源開采； 

 開發能源，幫助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開發能源資源； 

 提供能源相關的技術、産品和服務； 

 參與非傳統能源的開發，例如葉岩氣。 

    無論是中國本土公司還是跨國企業，那些抓住機會幷在中國能源

轉型過程中占據有力地位的公司將獲得豐厚的回報。 

  

（本文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報告《中國能源的未來：邁向清潔的世界》改編，有删

節。作者：吳新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