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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2013年会召开

能源安全关系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2013-08-16 15:03:00   来源：2013年0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王春燕）8月10—11日，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2013年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

组成员李扬，中国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杨昆，美国能源部中国办公室主任Robert Ivy，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田中伸男等出席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等共同主办本届年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

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主持。 

  论坛邀请了来自中美两国政府能源领域官员和国际知名智库的多名专家学者，就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非常规油气/页岩气发

展、中国能源前景与改革、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通过新兴技术发现新能源，开拓非常规

能源，是提高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能源安全需要全球共同关注 

  李扬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福祉的重大课题，能源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全球的问题。只有共同

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国与世界各国包括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

序。在世界已经充分、全面、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全面提升各国之间的合作水平，才能实现广泛的共赢，才能最大限度地提

升各国人民的福祉。 

  李扬认为，中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幅度趋于平缓。这是结

构调整的必然现象，然而无论如何调整，中国不可能出现硬着陆。应该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也为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机

会。总体来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由于经济仍然保持7.5%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合理地增加。但是

肯定不会靠无约束地增加能源消费和排放温室气体来实现经济发展，过去的增长模式将得到有效改善。 

  “中国将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大力发展以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内涵

的绿色经济，逐步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经济和环境效益好的国

民经济结构。”李扬表示。 

  全球能源安全的真正风险仍是人为因素 

  李平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为本次论坛作了主题报告。报告通过对能源安全的概念、风险来源和外

部性风险的分析，提出了建立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机制的一些建议。 

  报告认为，两次石油危机的经历表明，能源安全的风险根源仍然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从能源资源总量来看，世界能源安全

问题更多地来自因为分布不均衡带来的对能源供应国的不放心。尽管从理论上讲，化石能源一定是可耗竭的，但是就目前情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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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未来20—30年的时间内，传统能源资源储量还不至于成为能源安全的瓶颈。 

  “解决全球能源安全的关键还是在于相互之间的沟通、信任与合作，而不是谋求与国外能源供应脱钩，寻求自身的安全。加

强全球能源安全，要充分发挥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区域性能源消费市场的进一步融合，推动能源技术的国际合

作。”李平指出。 

  报告认为，在加强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几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能源市场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能源市场的良性发展。

从基础条件看，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北太平洋两岸具备发展区域性能源市场的条件。 

  中国将更加注重新能源发展的品质 

  人类已经经过了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是由薪柴转向煤炭，第二次是由煤炭转向石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

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认为，当前，全球进入新的能源转型期。能源转型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消费主体转移，从发达国家

转向发展中国家，传统能源出口国向消费大国转型；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向天然气为桥梁的低碳多元能源转型；常规油气向非

常规油气转移。 

  田中伸男介绍了页岩气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他认为，页岩气革命是一场非常巨大的革命，目前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不仅会影响美国经济，而且会影响全球经济。 

  未来，中国将如何应对能源问题？杨昆表示，中国将更加注重新能源发展的品质，从注重发展速度向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方式

转变，从注重集中式开发向集中与分散并进的方式转变，从注重风能、太阳能资源向资源和市场兼顾的方式转变，统筹可再生能

源资源和消纳市场，优化开发布局，促进可再生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高度重视页岩气带来的新变化，已经制定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力争让页岩气成为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

平的一个新的契机，也为全球能源安全作出贡献。”杨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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