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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电力的供应与需求:

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赫尔辛基国际学术会议的一种见解

数十年来，电力的生产和使用，一直
是监视环境质量的某些个人和团体越来越

注视的对象。自 60 年代后期最初掀起环保

运动以来，燃煤电厂的排放物、发展水电的

影响以及与核能利用相关的风险等，一直

是政治行动中相互争论的目标.

80 年代后期，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因为

有证据表明地球上起保护作用的臭氧层在

耗损，而且还有证据表明大气中有可能导

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C02 )和其他温室

气体的浓度日益增加。

电力服务

电力是一种能量输送形式，它既干净

又安全。电力与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不

同，它在最终使用点不向环境排放任何污

染物.仅从最终用途角度看，用电力替代矿

物燃料和生物质燃料几乎总是对自然环境

有利的.例如，电气机车要比柴油机车或燃

煤蒸汽机车产生的污染少，公路上的电动

车辆要比传统的汽车或卡车产生的市染

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处理好对供应方

的影响，电力就能成为改善全球环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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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根本上说人们

希望得到的是具体的服务而不是电力供应

本身，即大量的照明或空调而不是大量的

千瓦小时。提高电力的服务效率，能够在不

增加发电量的条件下提供更多的服务。但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电力总需求量将下降。

期待更多服务的消费者一般选择把积蓄投

向更多的服务性消费，而不是投向以更低

的能源费用维持同等数量的服务.

这就是说，日益增长的电力服务需求

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活生生的现实。在许多

低收入地区，就缺少照明、冷藏、卫生的自

来水供应、电视、空调和其他电力服务的这

部分人来说，未满足的需求量非常大 z经济

发展确实将推动需求的增长。此外，组织机

构和经营方面的许多战略，连同国民经济

结构方面的变化(如更加重视服务行业) , 

都能反映到电力使用量上。

需求与条件的多样性

一个基本问题是，在设想全球性的能

源前景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充满着许

多不定因素，并受到千差万别的各国各行

业状况的干扰.

能源与电力前景的一些重要的不定因

素包括，未来的人口统计、经济、社会政治

以及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此外，地理和行

业的差异也影响能源和电力预测，从而使

政策制订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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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电力的槽长趋

势

鉴于长远的经济、政治和能源条件无

法可靠地加以预测，各国和各地区在资、源

和需求方面的差异很大，加之电力系统可

选择范围又是如此之广，因此，要求决策者

作出坚定的决策是困难的。我们的任务就

是要毫不迟疑地把这些复杂因素纳入战略

研究中去。

设想的几个情景

为阐明这些值得在政策上反映出来的

电力消辑量的咱长前 问题，就两个阶段和三个国家组选定了几

景 个情景。这三个国家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

来源z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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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OE∞) ，这是由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

家组成的集团 E苏联与东欧国家(SUEE) ，通

常称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尽管他们目前

处于结构大变革的初始阶段 E 以及发展中

国家(DC) 。第一个阶段指 2010 年前的这段

时间，第二个阶段延伸到更远的 2050 年。

这些情景将显示能源供需方面的可能演

变，并指出能影响能源前景总体结果的那

些参数。 2010 年前的展望是在欧共体委员

会 (CEC)和世界能源理事会(WEC) 已完成

工作的基础上做出的，而远期的展望是本

专家组的一名成员的研究成果。

编制了一个基线情景一一"传统的明

智情景"一一只考虑重要参数的平稳变化，

如经济稳定增长，技术方面的改进(即效率

提高) ，以及能源和电力合理使用方面的改

进(情景1)。针对 CEC 国家的情况又设想

了其他一些情景，情景 2 反映的是蒸蒸日

上的经济，但没有环保影响的政策措施，而

只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z情景 3 反映的是

蒸蒸日上的经济并有严格的环保标准;情

景 4 反映的是经济适度增长并有严格的环

保标准。

提高从发电到最终使用的整个电力体

系的效率具有很大潜力，应大力开展工作。

总的来说，通过提高效率(实质上可认为是

一种"无后顾之忧"的选择〉减少排放和其

他影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现实的巨大

潜力。不过，要全面挖掘出提高最终用途效

率的潜力，只有在重要的政策干预下才有

可能，而且要在中长期内才能见效。

然而，光是提高效率还不能实现全面

挖掘出减少环境影响的潜力;在任何地方

都还应当强调让供应方采取可替代矿物燃

料的办法，只要这些办法能对经济增长和

环境管理作出贡献就行。认为提高效率就

无需给供电设施投资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为挖掘减少环境影响的全部潜力，电力体

系的每一部分都必须行动起来。除提高效

率外，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包括不排放和

少排放温室气体的能源供应方案。

即使考点到提高效率方面有一定潜

力，已设想的基线情景或"传统的明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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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年增长率(%)

太瓦小时(TWh) 1980-1990 年 1990-2010 年

OECD 国家 5242 6852 8720 10 615 2.7 2.2 

美国 2453 3016 3888 4810 2.1 2.4 

加拿大 346 549 710 894 4.7 2.5 

日本 576 816 1 062 1 321 3.5 2.4 

欧洲 12 国 1 292 1 720 2140 2507 2.9 1. 9 

其他国家· 575 751 920 1 083 2.7 1. 8 

苏联和东欧 1777 2274 3029 4 142 2.3 3. 0 

苏联 1 294 1 681 2280 3 118 2.7 3.1 

东欧 483 593 749 1 024 2.1 2.8 

发展中国家 1 302 2507 4634 7590 6.8 5.7 

中国 301 602 1 158 1 818 7.2 5.7 

非洲 215 324 545 905 4.1 5.3 

南美 391 624 1 115 1 852 4.8 5.6 

中东及其他地区 395 957 1816 3015 9.2 5.9 

全世界 8321 11 633 16383 22347 3.4 3.3 

'晤 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冰岛、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及土耳其.
注=最终用途的电力消耗量不包括能源部门自身的消耗量.

来源 s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EC).

景"还是表明，在 2010 年前的今后二十年

中，世界电力消耗量差不多要翻一番(见上

页左下图和上表)。地区分布表明，OECD 国

家需要在 1990 年的电力消耗水平基础上

增加 55% ，苏联与东欧需要增加 80%的电

力，而发展中国家甚至需要在 1990 年的基

础上增加 200%。不考虑环保措施的蒸蒸日

上的工业化经济(情景幻，需要在 1990 年

的基础上增加 58%的电力。经济适度增长

并有严格环保标准的情景(情景。，需要在

1986 年 1990 年

总计 2560.5 2764.9 

电力部门 786.4 857.5 

能源部门 93.3 103.3 

最终使用部门 1680.7 1904.2 

来源z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α;:C).

1990 年的相应基础上增加的数量最少，仅

需增加 13%。对所有这些情景来说，预计电

力部门的 CO2 排放量都比 1990 年的水平

有所增加。总之，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到

2010 年，即使工业化国家采取严格的措施，

多伦多目标也不可能达到(见下表)。

展望

今后 20 年内如果按当前的政策开发

能源，愈往前将愈影响到能源需求和环境。

2000 年 2010 年

情景 1 3025.8 3143.2 

情景 2 3405.4 2481.7 
情景 3 3120.8 2426.3 
情景 4 2701. 5 2098.4 

情景 1 1046.4 1190.5 
情景 2 1218.3 1334.2 

情景 3 1099.9 912.3 

情景 4 961.8 880.5 

情景 1 110.4 105.7 

情景 2 115.7 105.1 

情景 3 101. 9 77.8 

情景 4 110.2 96.1 

情景 1 1869. 0 1847.0 

情景 2 2071. 4 2042.5 

情景 3 1919. 1 1436.2 
情景 4 1629.5 11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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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终用途电力消

辑量"传统的明智情

景"

欧共体成员国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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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需要量在未来岁

月中将槽长，以满足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图为也门一技术员在

俭查通讯网. (来源=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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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展望 2010 年后是很重要的。根据不

同的设想(主要与能源效率有关) ，那时的

人均年电力消耗量将增加到 3 至 5 倍 E尽

管如此，它仍然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目前

的人均年电力消耗量。预测用于发电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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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源来惊直至 2050 年的可能分布，其困

难在于，较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组可能以高

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开价获取方便的或

理想的燃料。由于苏联拥有丰富的天然气

资源及OECD成员国有能力以高出其他国



家的开价进口天然气，因此很可能会出

现工业化国家组不成比例地多占用天然

气.

可以预料到，全球的能源平衡可能使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供应受到严重的压力，

除非工业化国家采取大规模发展核电的计

划。今后 10 年内在开发能源技术方面采取

的政策，将决定着哪些选择可以对今后 50

年的电力供应作出重要贡献.人们无法一

一预见未来的能源和电力的每一种需求，

也无法预见满足这些需求的每一种选择。

满足这些需求的办法，可以因观念的改变、

新技术的出现或气候的变化而落空或有

效。为了能够使可接受的供应来源适应未

来的能源需求及不断变化着的观念，比较

谨慎的做法是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以求得

灵活性。放弃任何一种选择的决定，意味着

其潜在的贡献必须靠其他选择来满足.

改变的可能性与限度

关于电力供需状况的未来，必须围绕

改变的可能性和改变的限度这两个问题反

复思考，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日益高

涨的对环保的关心带来的有益效果之一，

也许会促使人们更多注意其潜力目前尚未

充分发挥的那些选择。对每一种可能性都

不要立即加以否定。

鉴于预测工作的复杂性，因而每个地

区(和国家〉都必须正视不同的任务和现

实。合适而有效的减少环境影响的策略，必

然会因地区、国家和地点而异。由于各国各

地区的能源和经济状况、各自在体制方面

的背景，以及他们优先考虑的重点和喜爱

差异都很大，因而无法在全球这一级十分

有效地采取减少环境影响的具体策略.这

些具体策略将出自当地的、部分地考虑全

球的担忧部分地考虑资源分配情况的决策

过程。

OEω 国家对开拓替代战略负有特殊

的责任.他们拥有的专业人才、经验和财

力，使他们在推行减少环境影响的替代战

略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因而能最大

特骂

限度地减少替代战略的费用和效益方面的

不确定性。

虽然苏联与东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

和体制变革的路线方面面临着重大的不确

定性，但他们拥有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少

环境影响的巨大潜力，只是目前缺乏必要

的财力和其他资源而已.这个地区近期所

面临的不定因素是独特的 z这些不定因素

将直接影响电力需求和电力战略.然而，该

地区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是全世界减少环

境影响最重要的机遇之一，条件是要在挖

掘这种潜力方面投入必要的资金和其他资

摞.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组中的发

展中国家，在需求和可供选择的方案方面

与高收入国家有着根本的差别.尽管他们

也确实可以对减少全球环境影响作出贡

献，但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如果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

的这种差距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在未来

年代将不仅需要大幅度增加电力服务，而

且还需要效率高于目前的供电设施。与此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供应和组织能力

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影响

到电力部门的战略，还影响到范围更广的

发展进程。因而必须把发展中国家的电力

供求战略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加以研究和贯彻。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碳排放量和其

它环境影响必将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增

加。这就是说，如果要达到全球的目标，

其他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措

施。

为挖掘减少环境影响的潜力，需要有

效的国际合作。正如许多环境问题在过去

几十年中已变成全球性的一样，减少环境

影响战略的许多组成部分也已变成全球性

的。减少环境影响的速度和最终幅度，将主

要取决于能否建立起良好的国际伙伴关系

一一不应把这种关系看作北方对南方的一

种援助，而是看作真正的国际合作一一只

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技术的采用和转让、经

费来源以及体制改革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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