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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一直息息相关：经济的持续

发展会推动能源需求的增长，而能源供应一旦受限，GDP 增速便会相应放

缓。但过往并非皆为序章。麦肯锡通过对 146 个国家中 30 个产业类别以

及 55 种能源供给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的依赖度正在降低，且

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数十年愈发明显。 

当然，这并不代表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将会减少。人类的日常生活依旧需要

能源，社会经济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能源：全世界更多的家庭将接入电网，

使用更多的现代化电器；企业生产经营也依然需要能源来驱动增长。但我

们想指出的是，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革命性的发展浪潮势必将拉平能源

需求曲线。这波浪潮将挑战能源企业的核心业务模式，只有极具韧性的企

业才能从容应对。因此，企业需要目光长远，从现在开始思考转型战略。 

长期以来，能源需求始终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

各国能源需求的增长与其财富增长成正比，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利用的能源总量和燃烧效率。 

在 19 世纪，人类使用的燃料主要为生物能源，如木柴、农作物的桔

梗等。受限于科技水平，生物能源在燃烧过程中损失了大部分能量。在大

规模工业化之前，这种能量转化过程中的损失尚可接受，毕竟当时木材丰

富且产生的能量足够支持当时的经济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在 1850～

1900 年间每年增长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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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后，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同时腾飞。1900～1950 年间，

汽车取代了马车、油灯让位给电灯、冰箱代替了地窖，能源的需求几乎翻

番。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一飞冲天：1950 年，美国的人均 GDP 是 1900

年的两倍之多。生物质燃料在供给与燃烧效率上已无法支撑这样的财富创

造速度，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逐渐替代生物质燃料，成为主要能源来源。

虽然在转为电能或机械能等二次能源的过程中，化石燃料也有 40%~70%

的能量损耗，但远小于木材燃烧的能量损失，这种效率提升让人类生产效

率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 20 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随着西方世界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升，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

快速发展将世界 GDP 的年均增速拉升至 3.7%，伴随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

高速增长，全球能源需求持续攀升。世界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预计至本

世纪中叶达到 100 亿。虽然中国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人口增速将

进入平台期，但印度、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的人口将持续显著增长。

据预测，到 2050 年，一半以上的全球新增人口将来自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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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数量的增长固然会创造更多财富，但能源需求将逐渐放缓，

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甚至逐渐减少。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经济增长速度（稳步攀升）对能源需求增长（仍在上涨但较为平缓）

依赖度的降低主要有以下 4 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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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单位 GDP 的能源强度急剧下降：中国等飞速发展的经济体正从工

业型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 

二是由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增强推动的节能转型：人们更加重视节能

环保，如随手关灯、公交出行等；同时如节能灯、智能建筑的发展与应用

也大幅降低能源需求； 

三是电气化兴起：各行各业和居民生活更广泛地使用电力，能源利用

更加高效； 

四是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升：风电光伏装机的大幅增长有效拉平一次

能源需求曲线。 

上述驱动因素将改写全球经济增长与能源发展的故事，深刻影响众多

行业，因此每一个驱动因素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能源强度下降 

许多发达经济体开始向服务型经济转变，而服务业的能源强度在某些

情况下只有工业的 5%。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基本发展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体：比如服务业已经可以占到美国 GDP 的 80%。中国作为近年来能源需

求最大的全球经济驱动引擎，其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预计将在未来 20

年中增加近 10%。 

节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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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推广大幅降低了对能源的需求。虽然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产

阶级不断壮大，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但随着 LED

照明、智能家居设备等技术应用的进步，全世界家庭用能强度将逐步降低。

此外，用能模式的改变也会促进能效提升，不只是因为人们更加注意自己

的行为（比如养成随手关灯和关空调的习惯），更得益于智能化的技术创新，

例如应用自动传感器和控制装置解决忘记关电器的问题。 

工业领域的节能技术也是投资热点。各国政府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相关标准，能效的提升也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很多行业，企业可

以通过节能手段减少能源经费开支，快速提升效益。 

电气化兴起 

能源需求放缓的第三个原因是电气化的兴起。以交通电气化为例，电

动机的能效往往超过 90%，远高于内燃机。随着电动车电池成本的不断下

降，预计在 2025 年左右，乘用电动车的全生命周期持有成本就能与内燃

机汽车持平。电动汽车的兴起不仅会减少对石油的需求，还会降低公路运

输的整体能源需求。对乘用车而言，电动机每公里所需的能量甚至不到内

燃发动机的三分之一。 

可再生能源壮大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一次能源需求下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

可再生能源的整体度电成本仍高于传统化石能源，但在许多优质风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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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区，度电成本已经低于新建的传统热电。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帮

助很多时候企业乃至消费者自身便可灵活利用上述能源，并且降低电力成

本——某些地区的大型零售企业甚至可以实现电力的净盈余。 

能源转型不仅对传统能源玩家，更对所有相关行业和企业产生了复杂

影响。企业需要找准能源转型方向，保持韧性，在基本面发生变化时，做

出及时、持续的调整。 

时不我待，若想在能源转型这场战役中拔得头筹，企业必须拥有批判

性思维，仔细思考潜在的价值来源、了解不断变幻的市场竞争格局，并考

虑法规政策对营收及支出的财务影响。要想打造能源转型韧性，企业必须

保持核心业务的灵活性，并适时抓住机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