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新新时时代代中中国国能能源源安安全全评评价价体体系系研研究究 
（（摘摘要要性性报报告告）） 

核核心心结结论论 

 中国能源安全风险趋于回落。21 世纪以来，我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总体处于

较高水平，2011 年达到最高值，此后呈总体回落态势。 

 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总体特征是“敏感而不脆弱”。“敏感”体现在油气对外

依赖度高，海外油气供应国发生动荡可能传导到中国国内。“不脆弱”体现在

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不断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世界范围内油气资源量丰富、产能供应充足，可调节空间大，尤其是天然气

作为能源低碳转型桥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力。 

 各类能源成本占比下降，如国内油气储量、能源投资、能源强度、石油强度、

可再生能源规模、碳排放强度、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指标都构成了

抑制风险上升的力量。 

 能源安全风险主要源于油气煤等能源进口集中程度及经济支出、人均能源消

费等少数指标。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趋向好转。 

1. 研研究究背背景景与与目目的的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日益扩大，但受制于

资源禀赋，石油、天然气乃至煤的对外依存度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石油对外依存

度超过 70%，天然气超过 40%，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该形势下，国际地缘政治

变化对国际石油供给和价格的冲击将传导到国内，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因此，

能源安全始终是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第五十三章“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中”，专门设置了

“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一节，体现了国家层面对能源安全的高度重视。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

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正确看待和理解我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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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能源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综合国力等基础能力的

影响。但以往对能源安全的研究，多专注于能源供给保障和经济性、地缘政治对

于进口能源供给安全的影响，忽视了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国力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更多取决于其全方位的保障能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

科技能力等，也包括控制碳排放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升都会降低风险、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对国家能力影响的评估是能源风险评估模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本研究基于中国能力动态变化的能源安全评估模型，形成能够进行综合评估

的中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基于国内外研究和实际应用，通过综合性能源安全风

险指数来衡量国家的能源安全绩效或风险，并应用于如国内自我评估、跟踪进展、

情景分析和跨国比较等，以量化和跟踪某些发展的影响，诸如新能源的发现或开

发、国际油价上涨、能源多样化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努力等。同时，能源安全风险

指数对于促进企业积极承担能源安全责任，使公众了解国家能源安全形势，进而

转变认知，树立能源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节能等，都有重要推动作用。 

2. 主主要要研研究究思思路路与与方方法法 

能源安全具有多义性和多维度特点，既要解决能源的获得性问题，还要解决

能源支付性问题及环境友好问题。因此，能源安全高度依赖于研究背景，例如一

国的特殊社会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对风险的认识，以及该国能源系统的稳健性

和地缘政治问题等。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与能源相关的直

接保障条件，如储量、产量等，更取决于全方位的保障能力，如国家政治能力、

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和科技能力等。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能源安全评估模型尤其

需要加入国家保障能力的动态变化。为此，本研究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一是是新新时时代代下下中中国国能能源源安安全全内内涵涵的的拓拓展展。。新时代不仅包括国内政治、经济与

社会的重大变化，也包含国外形势变化的新特点，这些变化都为中国能源安全的

内涵提供了新内容。本研究将能源安全理念从单一的考察能源供给风险转向综合

考察能源安全中多方面的风险，拓展了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 

二二是是如如何何适适应应和和解解决决碳碳中中和和、、碳碳达达峰峰新新下下国国家家能能源源安安全全新新问问题题。。世界各主要

国家降低碳排放既有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有政治竞争的外部考虑，碳

排放约束有利于驱动各国能源转型，但也导致能源系统由高耗能高排放向低耗能

2



 

- 3 - 

低排放迁移过程的脆弱性和潜在能源风险。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将体现可持续

性发展的碳排放、各类能源品种的强度等指标纳入中国能源安全评价框架体系。 

三三是是构构建建基基于于国国家家能能力力的的中中国国能能源源安安全全评评价价模模型型。。本研究结合 APERC 提出

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可得性(Accessibility)、可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可接

受能力(Acceptability)的“4A”理念，Mark Finley 提出的脆弱性——风险——对

冲（VRO）模型，以及美国商会（AmCham）全球能源研究所提出的美国能源安

全风险指数模型，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与能源安全的联系，构建

要素层次结构模型，开展数据评估，更客观地看待中国能源安全。 

3. 主主要要研研究究结结果果 

（1）能能源源安安全全内内涵涵需需要要随随时时代代发发展展。。世界范围内能源安全从传统上关注供

给安全，逐步转向能源来源多元化和发展替代能源，其中也包含了碳排放与气候

变化的因素。本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将能源安全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

济和军事等风险对冲因素，综合考量能源安全中的风险因素与对冲因素。 

（2）基基于于总总体体国国家家安安全全观观的的中中国国能能源源安安全全风风险险指指数数内内容容更更加加丰丰富富。。总体国

家安全观强调要统筹各类国家安全彼此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整

体性影响，以整体、全面、系统的方法来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危机。本研

究构建的中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的主要特点为，一是将国家力量等风险对冲因素

纳入了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变化的国情对中国能源安全风

险的影响；二是将经济对能源的暴露程度纳入风险考察，更好地反映能源安全风

险的经济影响；三是将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投资、碳排放等体现中国能源行业

特点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有助于与其他国家对比，综合看待中国能源安全问题。

四是在对冲因素影响下，主要能源高对外依存度的风险权重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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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 

（3）中中国国能能源源安安全全风风险险总总体体的的总总体体特特征征是是““敏敏感感而而不不脆脆弱弱””。。所谓“敏感”

主要是指中国油气对外依赖度高，主要来自中东、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等

政治不稳定区域，一旦海外油气供应国出现政治、社会危机或动荡，中国立即就

会感到“紧张”。之所以说“不脆弱”，是因为作为一个综合实力日益增长的世界

级大国，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条件，腾挪空间大。换句话说，

二十年来，中国经历过高油价，但并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两次石油危机中真正的

供给中断式的能源危机。中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以 2000 年

为基年，近二十年，中国能源安全风险指数总体处于较高水平，2011 年达到最高

值，但此后呈总体回落态势。 

（4）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风险因素相对集中，但对冲因素

在不断成长，总体形势趋向好转。 

——世界范围内油气资源量丰富、产能供应充足，可调节空间大，尤其是天

然气作为能源低碳转型桥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力。 

——基于中国 GDP 快速增长的各类能源成本占比下降，与能源有关的各类

指标，如国内油气储量、能源投资、能源强度、石油强度、工业能源强度、可再

生能源规模、碳排放强度、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都构成了抑制风险上

升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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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风险集中于油气煤等能源进口及支出、人均能源消费等少数指

标，与这些领域的直接风险对冲，主要源于国内清洁能源开发、总体能源自给程

度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等。 

——从未来中国能源安全风险的可能趋势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能源结构转型深入推进，能源支出指标、能源使用密度

指标、环境指标、能源投入与生产指标、国家能力指标都将继续趋于向好，甚至

大幅向好；尽管 2021 年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供应紧张，但并不影响在碳中

和驱动和替代能源发展下，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继续处于宽松的长期趋势；不

排除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引起的能源进口、价格和市场波动等指标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总体影响会继续下降。 

综合来看，尽管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总体趋势向好，但能

源安全依然是中国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敏感而不脆弱”将继续

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表现。 

4. 研研究究结结论论与与政政策策建建议议  

根据本报告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保保障障油油气气供供应应安安全全仍仍为为首首要要任任务务。。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之前，中国的

油气需求，尤其是天然气需求，还会有较大幅度增长，保障油气供应安全仍是政

府相关部门和能源企业应对风险的关键。 

（2）应应注注意意结结构构调调整整过过程程带带来来的的能能源源系系统统脆脆弱弱性性。。传统的化石能源向以可

再生为主的能源体系的转变过程，会带来全能源领域供需匹配上的巨大不确定性，

构成潜在的能源安全风险。应注重提高对下游需求变动的预判能力，此外更要注

意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冲击。 

（3）探探索索构构建建新新型型能能源源应应急急机机制制。。健全风险控制组织体系，完善风险预警

机制，将意外事件应急管理转化为风险管理，加强能源风险应对的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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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驱动和替代能源发展下，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继续处于宽松的长期趋势；不

排除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引起的能源进口、价格和市场波动等指标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总体影响会继续下降。 

综合来看，尽管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总体趋势向好，但能

源安全依然是中国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敏感而不脆弱”将继续

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表现。 

4. 研研究究结结论论与与政政策策建建议议  

根据本报告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保保障障油油气气供供应应安安全全仍仍为为首首要要任任务务。。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之前，中国的

油气需求，尤其是天然气需求，还会有较大幅度增长，保障油气供应安全仍是政

府相关部门和能源企业应对风险的关键。 

（2）应应注注意意结结构构调调整整过过程程带带来来的的能能源源系系统统脆脆弱弱性性。。传统的化石能源向以可

再生为主的能源体系的转变过程，会带来全能源领域供需匹配上的巨大不确定性，

构成潜在的能源安全风险。应注重提高对下游需求变动的预判能力，此外更要注

意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冲击。 

（3）探探索索构构建建新新型型能能源源应应急急机机制制。。健全风险控制组织体系，完善风险预警

机制，将意外事件应急管理转化为风险管理，加强能源风险应对的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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