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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危机凸显了大幅增加清洁能源投资的必要性
法提赫·比罗尔

能源争夺战

全球能源危机正在引发�
世界各地的一场激烈�
讨论，以决定哪些新能�
源项目应该继续，哪些�
应该停止。

关于能源和投资的讨论往往没有考虑
到在做出投资决策后，相关项目需要很长时
间才能实际投产。国际能源署（IEA）多年前
就曾警告说，全球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的
投资并不足以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如果不
大幅增加清洁能源方面的支出，投资于传统
能源项目的资金也可能无法达到满足潜在
需求增长所需的水平。
尽管当前的能源危机是由俄罗斯入侵乌克

兰引发的，但在渡过危机的同时，我们仍必须
密切关注相关的投资失衡问题，否则我们将在
未来面临更大的波动。当前的天价的化石燃料
价格，到底是投资化石燃料供应的信号，还是
投资替代能源的进一步理由？ 

战争迷雾正影响着能源的投资决策。俄
罗斯入侵乌克兰让所有能源行业的投资计划
陷入混乱，并加剧了本已严重的全球大宗商
品市场压力。在燃料供应受到扰动下，能源
进口国正在争先恐后地寻找替代方案，大幅
上升的成本对许多经济体造成了严重破坏，迫
使数百万人重新陷入贫困和失去能源保障。 
诚然，面对被突然切断的燃料进口，各国

需要尽快找到其替代品。否则工厂将关闭，工
作岗位将流失，人们将难以使用供暖或冷气。
但当前的能源危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
球能源危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说法，那就
是现在不是投资清洁能源的时候。
事实则正好相反。我们不必在应对当前

能源危机和应对气候危机间二选一。我们
不仅有能力同时做到这两点，且也必须这
么做，因为它们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对清洁
能源——包括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电气
化和一系列清洁燃料——的大规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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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未来能源安全的最佳保障，也将减少有
害的温室气体排放。 

令人担忧的鸿沟
2021年，全球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创下历史新高，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却
仍不足，远不及到本世纪中叶（或在其后不
久）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投资水平。我们预计
2022年全世界在能源转型上的支出为1.4万亿
美元，到2030年则必须增加至4万亿美元以上，
才能使我们实现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度的目
标，同时确保充足的能源供给。  
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投资下降，一些石

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即使面对能源价格创历史
新高，也无法迅速提高产量来满足当前的需
求。我们可能会看在两个领域均出现最坏结
果：既无法满足当前的能源需求，又远无法
实现国际气候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

投资报告》显示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趋势，但也
指出了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

好消息是，对清洁能源转型的投资终
于开始回升。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签署后的五年中，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每年
仅增长了2%。然而，自2020年以来，其年
增速已上升至12%，这主要源于对太阳能
和风能支出的增加，包括2021年创纪录的
离岸风力发电投资。 
其他新领域的发展势头也十分强劲，如低

排放氢能、新型电池技术，以及碳捕集、碳利

用和碳封存（CCUS）——即便是这一令人印
象深刻增长的基数较小。例如，20个国家在
2021年宣布了实施商业规模碳捕集项目的计
划，项目数量总计约130个，还有6个CCUS项
目的最终投资获得批准。与此同时，俄乌战
争使低排放氢能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这
在欧洲尤其明显。电池储能投资规模不断创
下新高，预计2022年将翻一番。 
但这种投资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

使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非
洲）无法吸引所需的清洁能源投融资，这使
本已令人不安的鸿沟继续扩大。除中国外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能源支出
仍停留在201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自《巴黎
气候协定》达成以来，这一支出没有增加。
清洁技术成本的下降意味着这笔钱“变多”
了，但其总额——每年约1500亿美元——仍
远不足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发展中经济体
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在这些经济体中，用于可持续能源项目的

公共资金本就十分少，新冠疫情以来其已变
得更加稀缺。这些经济体的政策框架往往很
薄弱，经济前景不确定，借款成本不断上升。
新冠疫情暴发后，无法获得电力供应的非洲
民众的数量上升，有关国家在这一重要领域
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资本并不短缺
在这方面，国际金融组织和开发机构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
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它们也可通过贷款帮助
降低私人部门参与的风险。 
从全球范围看，不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可用的可持续融资数量大
幅上升，这对于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来说尤其是
一股推动力量。但更多的资金需要进入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例如，2021年的可持续债
务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但超过
80%发生在发达经济体。 
可持续金融以及更广泛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ESG）投资领域将极大受益于更

我们不必在应对当前的能源危
机和应对气候危机之间进行二
选一。我们不仅有能力同时做到
这两点，且也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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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标准、定义和报告义务，而各方已在
此方面取得了进展。例如，欧盟为金融市场
参与者制定了有关气候风险和可持续性实
践的风险管理和报告要求。对于碳密集型
行业的可靠转型计划，若能为其融资制定
更明确的指引并提供相关机会，则将确保
ESG要求不会阻止对必不可少但排放量高
的能源部门的融资。最后，整个ESG生态系
统必须更多地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接触，并考虑它们的需求和情况。IMF等机
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际能源署里程碑性的《2050年净零

排放路线图》中，我们表示，清洁能源技术和
能源效率投资的大幅增加可能会极大减少全
球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以至于不需要投资于
新的油田和天然气田。与此同时，对现有资
产的持续支出——包括减少上游排放的投
资——在这一道路上仍然至关重要。此外，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给全球能源系统带来了
重大破坏。俄罗斯化石燃料产量的直接下降
很显然必须由其他地方的生产所取代——即
使在一个努力实现在2050年前达到净零排
放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平衡这些需求需要明智的投资，国际能

源署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为他们提
供数据、分析和政策建议。关键是要避免对
那些将在长期产生大量排放或将迅速变成搁
浅资产的基础设施进行支出。基础设施支出的
一些适当选项包括：扩大现有油田或天然气田
的生产，更好利用目前燃烧或排放的天然气。
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欧洲的液化天然气
进口终端）对于实现供应多元化、摆脱对俄罗
斯的依赖可能也是必要的。但通过仔细的投资
和规划，这些终端可有助于未来低排放氢气或
氨气的进口。在对核电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中，
核电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正在开发并具有较
好前景的新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历史性的转折点
目前的形势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了

一个重要机遇，以展示其对清洁能源转型的

认真态度。今年，能源价格上涨将为石油和天
然气生产商带来规模空前的2万亿美元的意外
之财，使其2022年的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4万
亿美元。然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能源转型
上的支出仍然很少：平均而言，清洁能源支出
约占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总资本支出的5%。这比
2019年的1%有所上升，但仍然太少。当前石油
和天然气生产国的获得的意外收入，是实现
经济多元化并为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做好准备
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也是主要石油
和天然气公司确立其在部分清洁能源领域领
导地位的一个机会——世界将在未来几十年
中依赖这些清洁能源。
我们不要忘记，能源安全不仅仅是增加

电力和燃料的供应。它还涉及能源的高效利
用——特别是考虑到当今已有一系列技术能
够提供帮助。国际能源署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
兰一周后）发布的《减少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
依赖的10点计划》中包括了取代俄罗斯天然气
的步骤，但也呼吁大力推动翻新现有建筑以
减少需求。更好的材料和隔热性能、更新的
技术和更高效的电器大大减少了用于我们的
家庭和工作场所加热、制冷和照明的能源需
求。智能电网将更好管理和减少电力需求。
消费者可以立即采取简单的行动，例如调整
温控器的温度避免过热或过冷，这样聚少成
多，可以节省大量能源。
当前的全球能源危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尤为明显。但冬天过后便
是春天——正确的投资决策可以将这场危机转
化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迈向更清洁、更具
能源安全的未来。我们已经看到朝着这个方向
迈出的令人鼓舞的步伐——例如美国的《通胀
削减法案》；欧盟的REPowerEU一揽子计划；
日本的绿色转型计划；以及中国、印度及其他
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一个新的全球
能源经济正如日方升，尽早开展明智投资的政
府和企业将从中受益。

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现任国际能

源署（IEA）的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