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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中国区域能源现状：如何破解能源发展瓶颈？
一、前言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也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目
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
国，2019 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 4.86×109
tce，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24.3%。但我国
能源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如能源资源
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能源结
构调整、能效提高和能源安全保障的压力进
一步加大，亟需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特
点差异较大，在全面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
中，要因地制宜，与区域具体发展情况和战
略相结合。本文拟对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
洲（长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
区、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能源富集地区以
及西南地区，开展各区域能源发展现状分
析，研究各区域面向 2035 年能源转型的发
展趋势和重点，并提出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
和河北省，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三
角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是我国的经济中心。珠三角地区位于广东
省中南部，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
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 9 个城市，是我
国的改革开放前沿（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中的珠三角地区泛指整个广东省）。老
工业基地包括东北三省和山西省，曾是我国
重要的工业和能源供应基地。中部地区包
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4 个相邻省份（依
据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包括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 6 省，为避
免数据统计和分析的重复，本文将安徽省列
在长三角地区中分析，将山西省列在老工业
基地中分析，因此，本文中部地区仅包括河
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四省）。能源富集地区
主要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能源“金三
角”地区（宁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
榆林）所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
区和陕西省，资源型经济特色突出。西南地
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 4 个省份（由
于西藏自治区能源数据缺失，本文未涉及），
水电、风力、天然气等清洁资源丰富。

二、各区域能源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基于对不同区域能源生产、消费、流向

及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对比分析，深入研判各
区域能源消费强度及其驱动力，剖析各区域
能源发展特点和差异性，为各区域能源转型
分析奠定基础。

（一）能源生产与消费现状分析
本文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8》为数

据来源，重点分析各区域一次能源生产和终
端能源消费情况，需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数
据对比分析的合理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各种二次能源（电力、热力等）均按发电煤耗
法折算为一次能源。

在一次能源生产方面，不同区域存在明
显差异。具体来看，能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
基地的煤炭生产量巨大，占七大区域煤炭生
产总量的 82%；西南地区的非化石能源生产
占绝对优势，约占七大区域非化石能源生产
总量的 49%；七大区域的石油产量主要集中
在能源富集地区、老工业基地和京津冀地
区；七大区域的天然气产量集中于能源富集
地区和西南地区；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生产量
在七大区域中占据绝对优势。

在终端能源消费方面，长三角地区的能
源消费最多，约为 7.5×108 tce。具体来看，
电力在各区域终端消费结构中占据重要地
位，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占比高达 48%；煤炭
在多个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占比较
大，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老工业基地、中部
地区，占比均超过 30%；石油在各区域能源
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差异较大，珠三角地区的
占比约为 29%，能源富集地区不足 10%；天
然气在各区域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均在
10% 左右；热力能源明显呈现北方高、南方
低的特点。

根据各区域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终端
能源消费总量的情况对比，可以将七大区域
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能源输出型区域，如能
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基地，能源自给率（一
次能源生产总量比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分别
约为 310%、130%；第二类是基本自给自足
型区域，如西南地区，能源自给率接近
100%；第三类是能源输入型区域，如长三角
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和中部地区，
能源自给率均低于 35%，其中长三角地区仅
为 21%。

（二）能源流向现状分析
各区域能源调入 / 调出分布具有显著

的区域差异。从能源调出情况来看，能源富
集地区的各类能源调出量较其他地区显著
并占绝对优势，为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做出了
巨大贡献；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是一个明显的
能源调出量区域，其中山西的煤炭调出量和
黑龙江的石油调出量均较大，与两省能源储
量优势相匹配；西南地区的电力调出明显，
这与其水电资源丰富紧密相关。

从煤炭的流向来看，能源匮乏但经济发
达区域（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煤炭
调入量明显。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能
源调入量均超过了 2.5×108 tce，这说明东
北、华中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有明显提高。
西南地区近年来煤炭调入量也十分可观，达
到了 1.0×108 tce。从非煤品种的流向来看，
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对石油的调入量大，均
超过 1.0×108 tce；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和
长三角地区调入的电力及其他非化石能源，
在两区域能源消费总量中位居第二位，这表
明西部地区对两大城市群的电力供应比重
较大，符合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战略。

（三）能源消费强度及驱动力分析
不同的产业结构使各区域能源消费强

度，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呈现显
著差异，能源富集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能源
消费强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山西、
能源富集地区主要是由于高耗能工业占比
大，东三省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落后导致的
产业附加值低。西南地区、京津冀地区、中
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接
近，仍需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最低，今后
需发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引领区
域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总体而言，人均 GDP 增长是驱动各区
域经济部门（三次产业）能耗增长的最主要
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强度降低对抑
制经济部门能耗增长起到了主要作用。
2011—2017 年，京津冀、中部地区、西南地区
的经济部门能源消费出现了下降，京津冀地
区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三次产业占
比）和能源转化效率提高（由一次能源转化
系数表征），中部地区、西南地区主要是因为
能源强度显著下降。能源富集地区、长三角
地区、珠三角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能耗均明
显增长，除老工业基地因能源强度上升导致
地区能耗增长较快之外，其余 3 个地区是由
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能源需求显著增加，并
远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能源结构调整
（终端电力比重上升）也驱动了能耗的增加。

三、各区域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重点分
析

（一）京津冀地区的重点是推进能源与
经济、环境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
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
一。2019 年，京津冀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约
为 8.46×1012 元，占全国 GDP 的 8.5%。京
津冀地区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如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天津基本
完成了工业化，但河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
来了能源需求总量的持续增长，加剧了区域
能源供应的对外依赖程度，总体呈现能源偏
紧的局面。

京津冀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目
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
面临特殊的难题，尤其是资源环境矛盾比较
突出。另外，京津冀地区仍面临空气污染、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水资源过度开发
等严峻挑战，且生态环境污染具有区域间输
运特征。

生态修复与环境改善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因此需解决区
域内大量煤炭尤其是散煤消耗和油气燃烧
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问题。

面向 2035 年，实现能源与经济、环境的
协同发展将是京津冀地区打赢“蓝天保卫
战”的重中之重；同时，区域能源生产和消费
结构的改善将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产
业的发展，有利于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
长点，助力区域形成“高精尖”的产业结构。

（二）长三角地区的重点是集成优化区
域联动的能源系统

长三角地区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尤其是
煤炭消费量在区域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较
大。长三角地区的能源需求体量庞大，高度
依赖区域外输入，能源保供面临巨大压力，
能源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地区间的专业化分
工水平不高。

长三角各地能源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依然不高，整体联动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新
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一代能源信息技术、
能源新材料和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合度较高，产业结构趋同较为明
显，难以深入开展产业协作与分工，良好的
产业链条和产业阶梯层次也难以形成。

面向 2035 年，应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打造长三角能源一体化先行示范
区，推动现代化能源大系统建设，率先实现
国家提出的“互联网 +”智慧能源发展战略；
应以打破行业壁垒、省际壁垒为重点，实现
互联互通、多能协同、区域联动。

（三）珠三角地区的重点是依托“一带一
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清洁能源产
储运基地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
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能源消费量
大，化石能源主要依赖省内外调入和进口，
原油主要来自于南海油田、进口和外省调
入，电力供应整体对外依存度高。粤港澳大
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
日本东京湾区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也是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应利用沿海清洁能源的资源优势，发展

海上风电等，实现增量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
源，推动清洁能源成为能源增量主体，开启
低碳供应新时代；

应积极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深
化能源产业跨境合作，实施能源开放合作工
程，拓展能源供应渠道和发展空间，进一步
扩大境外能源资源利用，建成国家能源运转
枢纽和南方区域能源运转中心；

充分发挥东西两翼沿海地区的港口优
势，依托深圳、中山、佛山、东莞的新能源产
业基地，有序推进东西两翼沿海大型骨干支
撑电源建设，促进能源结构合理化，确保能
源输入输出。

（四）老工业基地的重点是以能源高值
化、多元化推进经济转型

老工业基地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是
我国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战略的重点区
域。东北地区能源生产行业和能源密集型
行业所占比例大，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高。山
西煤炭行业优势明显，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但产业结构仍需优化。

老工业基地的化石能源产品深加工、精
加工和转化率偏低，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依然较低，如煤炭和石油的产业链延伸不够
充分，存在初级产品多而后续精细化产品少
的显著缺陷。由于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
低，产品绝大多数居于产业链上游，主要依
靠省外市场拉动，主动调控的空间有限。

面向 2035 年，老工业基地需要：
大幅提高煤炭和石油资源的深加工能

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推动区域内能源多元化发展，包括建设

废弃矿区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发展多能
互补技术、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推进风电供
暖行业发展以增加风电消纳，有序推进燃煤
电厂生物质掺烧规模化发展、降低碳排放；

利用可再生能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电
网连接、设备安装、电站运营、管理等投资活
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发
展，促进宏观经济发展，拉动就业，改善生态
环境。

（五）中部地区的重点是优化能源和产
业结构，打造综合能源枢纽

中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梯队，
是重要的能源输送通道和能源供给保障
区。区域内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如煤炭
资源总体缺乏，水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
水电工业基地。近年来，中部地区能源消费
持续增长，普遍存在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第二产业的
结构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产业尤
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对外部能源
的依存度较高，能源结构长期依赖化石能
源，推进“中部崛起”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区域
能源结构和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中部崛起”是继我国东部沿海开放、西
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中，中部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起着“承东启
西”的作用。

面向 2035 年，中部地区要加强交通、能
源等领域的基础枢纽设施建设，既可以服务
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扭转全国运输、电
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又可以使中部地区更好
地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
部产业转移战略的顺利实施发挥支撑和纽

带作用。总之，推进中部地区发展，要以“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为引
领，重点打造中部综合能源枢纽，使之成为

“中部崛起”的引擎。
（六）能源富集地区的重点是建成绿色

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保障基地
能源富集地区的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煤

炭总储量的 70%，同时该地区蕴含丰富的石
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资源。能源富集地区是
我国“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
重要基地，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基
石。自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能源富
集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发展方式仍较粗
放，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仍占主导地位。从
区域内发展来看，能源化工行业同质化竞争
明显。

面向 2035 年，能源富集地区的发展需
借助能源优势，以能源革命为抓手，推进能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支撑区域
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环境承
载力为约束条件，侧重能源供应侧的革命，
科学开发能源资源，加强能源系统集成，同
时加强与能源输入区域间的协调，提升能源
输出质量，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不懈
动力。另外，应提升本地能源利用质量，提
高能源产业附加值，推动地区经济稳步发
展，减少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破坏，变被动
为主动，以能源行业的发展积极反哺生态环
境发展。

（七）西南地区的重点是清洁能源消纳，
共享发展成果

西南地区自“十二五”以来，积极开发利
用水能、矿产等资源，地区经济整体呈现平
稳快速增长。西南地区水能资源丰富，但有
效利用不足，弃水问题严重。

从中长期来看，四川和云南的清洁电力
生产将持续大于本地电力消纳能力；四川的
水能、光伏等资源均有开发余量，未来的电
力装机容量将明显增长；云南的水能、风能、
太阳能十分丰富，近期将继续开发水电资
源，远期将发展光伏和风电。

面向 2035 年，西南地区应通过分阶段
推进清洁能源资源在区域内和全国范围内
的优化配置与消纳，带动本区域清洁能源相
关产业发展，推动就业、税收、扶贫、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发展完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
共享发展。

四、对策建议
（一）各区域能源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应

因地制宜、精准推进能源革命
在能源生产、消费、输入和输出等方面，

各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应在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和能源革命的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分
地区精准推进，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建
议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重点从能源
消费侧入手，引领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率先
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部
地区与老工业基地应着重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和工业技术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能源富集地区、西南地区
则应着眼于能源供应侧与消费侧的协调发
展，保障其他地区的能源供应，同时加强区
域内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
区域能源革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离
不开能源的支撑保障与协调发展。各区域
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现状也不尽相同。在全面推进
能源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与区域具体发展战
略相结合，统筹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

（三）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实现
区域间能源协作与合作共赢

结合各区域资源禀赋、能源系统现状、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潜力、基础设施建设
等，综合考虑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因素，兼
顾社会公平，统筹推进跨地区的能源协作。
建议加强区域能源协调发展，推动实现区域
间能源调度匹配，做好主要区域“全国一盘
棋”的协同、智慧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合作共
赢。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应通过加强与其他
区域能源协助，保障区域内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老工业基地、能源富集地区和西南地区
应发挥能源资源禀赋特点，担负国家能源安
全供应保障重任；珠三角、中部地区应利用
良好的地缘优势，打造能源储运基地或综合
枢纽。通过区域能源革命与区域间能源协
作，扎实推进我国的能源革命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