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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比重仍高达 37%。

此外，从能源投资方面来看，

世界各国针对 2050 年碳排放归零这

一计划的投资额，只有预计中的一

半，对可再生资源的投入额度远远

不足。同时，由于政策的引导、法

律方面的问题，以及市场的压力，

全球的化石燃料投资自 2015 年以来，

已下滑了 40%。这未免令人担忧：

当前化石燃料尚满足 83% 的能源需

求，如果投资下滑速度过快，需求

减少的速度跟不上供应减少的速度，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能源不足。

而作为暂时的替代品，天然气

是当前投资的重点。许多国家，特

别是亚洲国家，都在使用可再生资

源之前，尝试抛弃煤炭而转向天然

气，大量进口管道天然气，甚至是

液化天然气。在 20 年前，几乎从不

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欧洲，如今液化

天然气的占比已达到了 20%。这进

一步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根据

德国伯恩斯坦（Bernstein）公司的调

研，2030 年，由于需求的持续提升，

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同样可能出现

缺口，缺口可能会从当前需求的 2%

上升到 14%。

第三，全球极端天气频现，导

致“靠天吃饭”的可再生能源在发

电稳定性方面出现了问题。数据显

示，2021 年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天

数明显高于 2020 年。巴西、美国西

部和土耳其等水力丰富地区今年上

半年以来遭遇严重干旱，水力发电

量大幅减少，导致对燃气发电依赖

的增加。今年二季度发生全球性缺

风，风力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北欧风力强度平均下降了 15%。由

此产生的能源供应缺口需要煤炭和

天然气发电补充，但煤炭和天然气

供应又出现了问题，因而导致欧洲

电荒。

受飓风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得克萨斯州及墨西哥湾海上天

然气和石油产能大量关停。北半球

极寒天气也影响了俄罗斯液化天然

气出口。总而言之，极端天气的增

加让能源危机雪上加霜。

当然，无论如何，从使用化石

燃料到新能源，能源转型是必须的。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能源紧缩中，

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必须长

期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事业”。

艰难的转型

10 月 13 日，欧盟执行委员会敦

促各成员国，加快对风能和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表示：“清

洁能源转型是应对未来价格冲击的

最佳保险，需要加速进行。”

然而，“加速”两个字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它意味

着非常多的问题。各国政府是否需

要尝试重新设计或改良当前的能源

市场，以阻止目前的能源危机恶化，

以及防止未来再重蹈覆辙？两种主

要的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的

间歇性问题要怎么处理，今年夏天

欧洲的风小，谁能保证明年夏天的

风就大？

许多国家有净零排放的承诺，

但没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

且尚未与公众达成需要为了建设新

能源而加税的共识，那么加速转型

要如何开展？

当然，目前的共识也有一些，

比如能源供应商们应该多持有一些

能源储备，安全缓冲区相对大一些，

也会有更大的转圜空间。除了依赖

成为“香饽饽”的液化天然气外，

另一条能源贸易多元化的可行之路，

或许是全球电力贸易。相比起全球

天然气 24%、石油 46% 的跨境交易

量，电力的跨境交易简直低得惊人，

只有 4%。这在未来可能会给某些遥

远的多风国家或可以天天晒太阳的

多阳光国家，提供出口电力的机会。

当然，还有一种缓解能源问题

的方式：发展核能。从理论上讲，

核能是一种足够清洁且安全的能源，

可以在不怎么污染环境的情况下，

稳定地提供能源。然而，由于三里岛、

切尔诺贝利以及最近的日本福岛核

事故，人们却普遍难以相信这种理

论上的“安全”。特别是在欧洲国

家中，反核浪潮非常普遍，德国政

府更是直接宣布，会在 2022 年之前

关闭所有核电站。

民众普遍的“不放心”，加上

核电本身建设周期长、机组灵活性

差等问题，使得它依旧只能成为一

个众声喧哗中的备选方案。可控核

聚变一直是科学家和全社会孜孜以

求的目标，而多国共同参与的“人

造太阳”ITER 计划已启动超过十年。

根据 ITER 计划此前发表的公报，

　　当下一切关于能源危机争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向世

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必须严肃且谨慎考量的问题：想在
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是否真的切实可行？各国真的做好
准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