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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情景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全面发展，将在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人口

在2030年前稳步增长，之后略有回落；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合理水平，增长动能持

续转换，增长核心要素逐步从劳动力和资本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

也将更加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持续稳步提升。

能源生产、加工、转换及终端使用等各环节的相关技术、工艺等均按照当前

发展趋势不断进步。我国提出的各项能源、气候与环保等政策均得以有效实施，

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稳步推进，能源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新旧动能持续转换：

情景设定

经济发展

能源需求

能源供给

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由粗放式

高污染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绿色发展模式转变；更重视人民生活改善。

能源消费重心由生产侧向生活消费侧转变；终端部门用能

不断转向更高品质能源。

技术进步推动清洁能源不断发展，清洁能源满足新增用能

需求并对传统高碳能源形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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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预计在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接近14.5亿，此后缓慢下滑。

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35年和2050年城镇化率分别达68%和72%，届时城镇人口将

接近10亿。

人均寿命的延长及出生率的下降使得65岁以上人口占比稳步提升，2035年和2050

年将分别达21%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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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将有2亿人口进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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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前中国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6.7%左右；2021-2035年进入

中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5%左右；2036-2050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年均增速

3.5%左右。

中国的人均GDP将不断增加，到本世纪中叶达3.14万美元左右。

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人均GDP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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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设计了三种情景，其中以基准情景作为之后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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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工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取得积极

成效，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8∶37∶55；到2035年，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成为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三产结构演变为5∶28∶67；到2050年，进入世界服务业强

国行列，成为全球高端服务业集聚中心，主导和引导全球价值链，三产结构演变

为5∶23∶7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中国经济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工业增加值仍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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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进程放缓等导致一次能源需求增速逐步放缓：2015-2020，

年均增速为2%，2020-2035年为1.1%，2035-2050年为-0.2%。

一次能源需求在2035后进入峰值平台期，峰值为39.1亿吨标油左右（56亿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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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前，因能源消费基数大，中国仍将是拉动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稳定在23%左右。

2035年后，中国能源需求逐步回落，推动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增量整体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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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的比重将企稳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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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接近尾声，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全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

中国单位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也将逐步降低。

2035年和205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将较2015年分别下降54.8%和74%；2035年单位

GDP能耗与美国2016年水平相近，2050年与日本2016年水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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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发展将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均能耗水平将从2015年的2.18吨标油/人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73吨标油/人，

届时和2016年英国人均能耗水平相近，但明显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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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前，非化石能源将快速发展，化石能源呈差异化发展趋势，天然气仍将快

速增长，石油需求有所增长，煤炭需求稳步下降。

2035年后，非化石能源中风电、太阳能等将继续快速发展，对煤炭和石油形成直

接替代。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清洁能源将满足增量需求并优化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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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化石能源占比增长较快，2035年和2050年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达到

25.5%和35%。

煤炭占比稳步下降，2035年降至42.5%，2050年进一步降至33%。

天然气占比不断上升，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15%和17%；石油占比有所下降，

2035年和2050年逐步下降至17%和15%，2050年油气合计占比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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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相关CO2排放在2030年前达峰，之后逐步回落，2050年降至2010年水平。

碳排放强度下降较快，2035年和2050年较2010年水平分别下降62%和82%以上。

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下降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较大，在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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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化石能源消费下降及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峰，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

将不断回落，2050年不足20%。

中国碳排放达峰将为全球碳排放达峰创造良好的机遇，中国碳排放增量在2025-

2030年间转正为负将推动全球碳排放尽早达峰并不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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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城市化稳步推进，对能源的需求由生产侧转向消费侧，

工业用能占终端用能的比重将稳步回落，而建筑和交通用能占比则不断上升。

终端用能总体将在2035年前后达峰，其中工业用能在2025年前后达峰，交通用能在

2035年后进入峰值平台期，建筑（包括居民和商业）用能2050年前有望保持增长。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6 2020 2035 2050

工
业
用
能
占
比

终
端
能
耗
，
亿
吨
标
油

分部门终端用能，亿吨标油

工业 建筑 交通 工业占比
-3

-2

-1

0

1

2

3

4

5

2016-2020 2020-2035 2035-2050

分部门终端用能变化，亿吨标油

交通

建筑

工业

合计

注：工业用能包括燃烧和非燃烧用能

中国能源消费重心逐步转向生活消费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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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燃料看，终端部门中煤炭占比降幅较大，油品占比在2020年后略有下降，天然

气和电力占比不断上升。2050年电力占终端用能的比重将达38.4%。

生产用能向生活用能的转变客观要求能源结构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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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济结构转型，工业结构内部调整以及部分高耗能产品基本饱和，工业部门用

能需求在2025年前仅略微增长，而后下滑。

分子部门看，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部门用能将稳步下降，有色、建筑、农业等部

门能耗将在2030年前后达峰，而石化部门因化工需求的增加在2035年前还有增长

空间，其他行业（高端制造业等）用能则将持续增长。2050年，高耗能行业用能

占工业用能的比重将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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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J：November 2018 © IEEJ2018



Energy Outlook 2050
CNPC ETRI 2018 2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建

筑部门（居民和商业）的用能需求在2050年前将持续上升。

分子需求看，2050年前电器设备用能增幅最大，2050年较2015年增加3.9倍，其次

是制冷和照明，分别增加1.7和1.1倍。

中国建筑部门用能需求将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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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未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加，对出

行便利化、舒适化要求的提升，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将不断增加，到2050年达到

350辆/千人左右。

205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5亿辆左右，较2015年增长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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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远距离出行、出游需求的快速攀升，

客运领域用能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2030年将达到2.7亿吨标油左右，较2015年

增加68%。其中客运领域公路用能占比将不断下滑，2050年仅为52.3%。

在经济增长、中国产业布局调整、企业与居民对产品需求的时效性和个性化要求

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货运用能需求在2035年前仍有一定增长空间，此后保持平稳。

未来在“公转铁”、“公转水”等影响下，货运领域公路用能占比将不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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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用能在2035年前增长较快，此后进入峰值平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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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需求预计在2030年达到6.9亿吨峰值，之后稳步回落，2050年降至5.7亿吨。

2030年前需求增量主要来自交通用能和非燃烧领域，分别贡献了增量的57.6%和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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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电气化铁路的快速发展，交通部门柴油需求将稳步下降。

交通部门汽油需求在2025年前仍有所增长，之后因新能源车、燃料乙醇等替代燃

料快速发展，以及燃油效率提升不断推进等影响，将逐步下滑。

航空运输在远距离客运和货运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是交通部门用油的主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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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用油总体于2030年前达峰，航空用油是主要增长点

IEEJ：November 2018 © IEEJ2018



Energy Outlook 2050
CNPC ETRI 2018 28

更高的车辆燃油标准，以及新能源车、天然气车的不断发展，使得2050年车用油

品需求在总体出行需求翻倍的条件下，反而较2016年水平下滑0.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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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提升是促进车用油品需求回落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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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品油需求将于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约为3.8亿吨。

汽油需求将于2025年前后达峰，燃油效率提升、替代能源快速发展将促使汽油需求

增速下滑。

柴油需求已经进入峰值平台期，未来因工业和交通的消费需求持续下滑而稳步下降。

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煤油在2040年前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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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探明储量快速增加、采收率的不断提高，以及非常规致密油产量提升是保障

国内原油产量稳定的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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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大型炼厂的集中上马，成品油供应能力显著增强。展望期内，中国成

品油供需格局将呈总体宽松态势，供大于需将在5000万吨以上。

中国成品油供应充足，呈供需宽松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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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人口继续增长、天然气管网设施日趋完善、分布式能源系统快速发展，以及

环境污染治理等利好下，中国天然气消费将处于黄金发展期。2035年和2050年天然

气消费量将分别达6200亿立方米和7000亿立方米。

2040年前中国天然气产业将处于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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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前，工业、居民以及发电部门的天然气消费均将快速增长，合力推动天然

气消费快速增长，2015-2035年年均增速达5.8%。

2035年后，特别在2040年后，因工业、居民等部门用气量基本达到饱和，天然气

消费增速明显放缓，2035-2050年年均增速仅为0.7%。

各行业齐发力助推天然气消费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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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人均天然消费仅为151立方米/人，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476立方米/人。

天然气具有清洁、低碳、环保、高效等特征，是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未来中国人均天然气消费将不断增长，2050年达507立方米/人，与届时世界平均

水平560立方米/人相近，高于当前世界平均水平476立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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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和2050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将分别达到3000和3500亿立方米，展望期内年均

增长2.8%。

页岩气、致密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气增长潜力巨大，2035年后与常规气产量规模

相当。

中国天然气产量将稳步上升，非常规天然气为增产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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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消费未来将稳步下降，2050年仅是2016年水平的70%左右。

工业部门因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2016-2050年年均降幅在1.75%。

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在2035年前将稳步提升，2035年接近60%，此后随着新

能源发电技术竞争力日益增强，电煤需求将不断下降。

中国煤炭需求将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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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部门电气化水平在2035年和2050年分别提高至33%和38.1%，2016年仅为

21.6%。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家庭电力消费需求日趋增加；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广泛

应用，商用部门的电力需求稳步上升，2016-2050年建筑部门用电增速达到3.6%。

工业部门电力需求因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快速发展，年均增速0.78%。

交通部门用电在高铁、电动车等的推广和普及下将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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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中国终端部门电气化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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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期内，中国电力需求将稳步上升至11.7万亿千瓦时，但增速逐步放缓。

当前中国人均用电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差距还较大。

2050年人均电力消费接近9000千瓦时，略高于当前日本、德国、法国等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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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大气污染防治、可再生能源技术竞争力不断增强等驱动下，非

化石能源发电将贡献2050年前发电增量的86.4%。

未来发电结构将总体呈现多元低碳化特征，其中煤电占比在2030年将不足50%；

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则稳步提升，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43.5%和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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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仍将继续下降，加之电网消纳吸收能力提升、分布式

能源系统快速发展等使得风、光等综合成本不断下降；而传统化石能源受资源趋

紧、环境外部性等因素制约，其使用成本将不断攀升。同时，风、光等新能源技

术将对就业、经济水平等带来更强正向激励作用，均将推动非水可再生能源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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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将于2035-2040年间进入峰值平台期，约为56亿吨标煤

（39.1亿吨标油）。因能源结构优化进程较快，与能源相关CO2排放将在2030年

前达峰。

2.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向清洁、低碳、多元化转变特征。清洁能源（非化石能

源与天然气）将满足增量需求并优化存量。2050年基本形成煤炭、油气和非化

石能源三分天下的格局。

3. 2030年前，石油需求因交通用油及化工原料增加仍保持增长，2030年将达7亿

吨左右的峰值水平。

4. 2040年前天然气消费将处于黄金发展期，各行业需求均将不断增长，2035年和

2050年分别达6200和7000亿立方米左右。

5. 2030年前中国原油产量可维持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将稳步增长，2035年

和2050年分别达3000和3500亿立方米左右。

6.中国发电增量主要由非化石能源贡献，占展望期内发电总增量的86.4%；205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超过55%。

主要结论——中国能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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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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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高耗能行业发展受到更大制约，服

务业、信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能源需求侧，加大力度不断提升各

行各业的能效，努力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采取有效措施践行绿色生产与推广绿色生

活理念。在能源供应侧，对化石能源利用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政策，通过碳税、环境税、

碳交易等市场手段，及财税价格制度等综合措施使得非化石能源发电技术更具竞争力。

情景设定

基准情景 强化政策情景

能源效率

工业部门能效年均提升1.5%；交通部门主要技

术能效年均提升1.5%左右；建筑部门能效年均

提升1%；火电发电效率年均增长0.5%左右。

工业部门能效年均提升2%；交通部门主要技术能

效年均提升2%左右；建筑部门能效年均提升1.5%；

火电发电效率年均增长0.6%左右。

新兴技术发展

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总体分别在2025和

2030年前与煤电技术成本相当；储能技术在

2030年后开始快速发展；电动汽车成本在2025-

2030年间与传统燃油车成本相当；燃料电池车

在2040年左右具有竞争性。

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总体分别在2020和

2025年前与煤电技术成本相当；储能技术在2025

年后得以大规模应用；电动汽车成本在2025年前

与传统燃油车成本相当；燃料电池车在2035年左

右具备竞争力。

碳排放约束 无约束 2050年较2015年水平下降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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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终端用能需求将于2030年前后进入峰值平台期，早于基准情景

大约5年左右。工业、建筑和交通等终端部门用能将均较基准情景有明显下滑，

2050年分别下降16.2%、18%和23.9%。

促进终端部门用能下降的因素是多方位的，包括工业结构优化、高能效技术的使

用、绿色出行和建筑节能标准的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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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作为终端部门清洁低碳化用能的主要载体，强化政策情景下终端部门电气化

水平将较基准情景有进一步提升，2050年达48.5%，高于基准情景10个百分点。

因终端部门能效水平更高、用能总量更低，故尽管终端部门电气化率水平快速提

升，用电量仅略高于基准情景，2050年为12.3万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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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电力部门将呈现明显的非化石化和可再生能源化的特征。205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达85%，高于基准情景29个百分点。

电力系统的变革不仅需发电技术本身突破性进展，还需与储能技术、智能电网、

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体系、分布式用能系统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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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较基准情景更低，2035年和2050年分

别较基准情景下降8.8%和9.9%。

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将更加低碳多元。2050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

的比重将分别为：17.6%、9.6%、12.7%和60.1%。

此情景下，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将较基准情景有所下降，2050年分别较基准情景

低42.5%和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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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中国能源相关CO2排放在2020年前基本稳定，之后不断下降，2050

年仅为32.7亿吨，较2015年下降64.7%，主要得益于能源消费总量下降及非化石能源

占比明显提升。

分部门看，电力和工业部门减排率贡献较大，贡献率分别为61%和25%。

中国碳排放明显降低，电力和工业行业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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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景结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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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2040年实施燃油车禁售政策，考虑政策转变的可行性，2030年后汽车生态

将发生巨大改变，受此政策刺激和利好，共享出行、无人驾驶等新业态和新模式

将蓬勃发展，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所需的汽车保有量将低于基准情景。新能源汽车

将得以快速发展，2050年占比将达82%以上，高于基准情景5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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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燃油车政策将大大降低中国燃油车保有量，显著减少交通运输领域的油品需

求，2035年和2050年，汽柴油消费量较基准情景分别减少0.6亿吨和1.5亿吨，降

幅高达25%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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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燃油车政策将大幅改变中国交通部门用能结构，油品占交通用能比重将较基

准情景显著降低。到2050年，禁售燃油车政策情景下油品占比将不足40%，较基准

情景低26个百分点。相应地，电力和天然气占比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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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和2050年禁售燃油车情景下石油消费分别为6.1和4.2亿吨，较基准情景分

别减少0.6（下降9%）和1.5亿吨（下降26%）。

禁售燃油车情景下因交通部门电力和天然气消费量增大，且发电结构随着时间推

移越清洁（非化石能源占比高），故其一次能源结构也更清洁。2050年清洁能源

占比（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接近56%，高于基准情景3个百分点。

204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情景

长远看，石油消费下降幅度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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