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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世界能源投资报告》能源投资观察（上） 

——扩大清洁能源投资 加速能源转型 

高昂的燃料价格、通胀压力和供应链瓶颈、加速能源部门向净零转型的迫切需要，以及一系列

不确定性事件正在给能源投资者带来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IEA(国际能源署)发布了 2022 年《世

界能源投资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 2021 年的能源投资趋势，以及对 2022

年的投资展望，为跟踪能源行业的资本流动提供了全球基准。 

《报告》侧重于新的世界能源投资格局中已经可见的一些重要特征，包括看待投资的能源安全

视角、广泛的成本压力、高燃料价格给传统供应商带来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及国际上许多国家对气

候危机解决方案的一致性期待等。本文总结了《报告》关于世界能源投资的主要发现与观点。 

一、2022 年世界能源投资将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但成本压力大 

IEA 指出，投资有助于减轻消费者的压力，让世界走上净零排放道路，刺激经济复苏，对于解

决当今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根据其对所有行业、技术和地区的最新跟踪表明，2022 年，世界能源

投资将增长 8%以上，达到 2.4 万亿美元，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能源部门所有领域的投资增量都

在增加，但近年来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电力部门，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以及终端使用效率支出

的增加。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低碳燃料供应的投资总量，是唯一总体上仍低于 2019 年疫情之

前水平的领域。与此同时，高昂的燃料价格为供应商带来了意外收获：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

净收入将在 2022 年翻一番，达到前所未有的 4万亿美元。 

图表 1：全球能源投资 

 

来源：国际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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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本上升、多重供应链压力、专业劳动力和服务市场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对钢铁和水

泥等基本建筑材料等多方面的影响，IEA 预测 2022 年新增的 2000 亿美元资本投资中的近一半可能

会被更高的成本所吞噬，而不是带来额外的能源供应能力或节省。成本方面的压力在燃料供应中最

为明显，同时也在影响清洁能源技术。经过多年的下降，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成本自 2020 

年以来上涨了 10%至 20%。 

政策层面来看，减轻能源消费者负担是许多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2022 年，全球消费者支

付的能源费用总额可能首次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社会最贫困地区的打击最为严重，并对政府施加

压力通过财政措施和价格干预来缓冲。与此同时，为寻求供应来源的安全和多样化，一些国家正加

大对化石燃料的投资。IEA 认为，当今危机的持久解决方案在于通过加大对效率、清洁电力和一系

列清洁燃料的投资来加快清洁能源转型。 

二、可再生能源引领清洁能源发展 

《报告》称，2015 年《巴黎协定》签署后的 5年里，清洁能源投资年均增速刚刚超过 2%。虽

然 2020 年以来，这一比率已升至 12%，但仍远低于实现国际气候目标所需的水平，只是朝着正确

方向迈出重要一步。2021 年清洁能源投资水平最高的是中国（3800 亿美元），其次是欧盟（2600

亿美元）和美国（2150 亿美元）。 

尽管最近成本有所上升，但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等清洁技术仍然是许多国家最便宜的新发电选

择。据估计，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存储现在占电力部门总投资的 80%以上。太阳能光伏占可再生能

源新投资的近一半，公用事业规模项目和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支出均等。风电的重点正在转向

海上：2020 年是陆上风电部署创纪录的一年，而 2021 年是海上风电部署创纪录的一年，已投产超

过 20GW，支出约为 400 亿美元。 

《报告》指出，重要的新兴技术绝对投资仍然相对较小，但增长率很高。主要表现在： 

电池储能投资创下新高。IEA 预计 2022 年电池储能投资将翻一番以上，达到近 200 亿美元。

规模化的电网建设带动电池储能投资。 

氢能获得政策大力支持，尤其在欧洲。IEA 指出，在俄乌等国际形势影响下，欧洲加强了氢能

的发展力度。自 2019 年底以来，氢能源领域领先公司的投资组合价值翻了两番。IEA 预计，为了

实现 REPowerEU 计划中目标的额外氢气供应，到 2030 年全球累计投资总额约为 6000 亿美元，其中

60%用于欧盟以外的基础设施。 

对 CCUS（碳捕获、利用及封存）项目的投资不断增加。2021 年，有 20 个国家宣布了 130 个商

业规模二氧化碳碳捕集计划。同时，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投资拥有昂贵 CCUS 技术的新兴公司。 

三、加快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至关重要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但其清洁能源投资却只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

五分之一。《报告》认为，虽然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现在远高于《巴黎协定》签署时的水平，但增长

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能源支出仍停留在 2015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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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指出，清洁能源投资的大多数积极趋势都将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之外）抛在了后面。自 

2020 年以来，全球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存储支出的几乎所有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之外的其

他地方。例如，80%以上的电动汽车销量集中在中国和欧洲；全球超过 90%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支出在中国、欧洲和美国。根据 IEA 的预测，新兴经济体在电力行业的投资需要以每年超过

25%速度增长，才能走上到 2050 年实现净零增长的轨道。相比之下，过去几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 

新兴经济体对公共资源的依赖加重了风险。《报告》指出，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更

加依赖公共资源，国有企业约占这些经济体能源投资的一半。但公共资金通常稀缺，许多国有公用

事业公司负债累累，全球经济前景恶化降低了政府为能源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IEA 认为，更多的

财政和技术支持、私营资本和国际碳市场的引入，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至关重要。 

图表 2：人均清洁能源投资（左）2020-2022 年按地区分列的清洁能源投资年变化（右） 

 

来源：国际能源署  

四、关键矿物价格上涨引发供应反应 

由于需求增加、供应链中断，以及对供应收紧的担忧情绪，自 2021 年初以来，以锂、钴、镍、

铜和铝为代表的关键矿物价格涨幅超过了 2010 年代的任何时候。正极材料成本（包括锂、镍、钴

和锰）在电动汽车电池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已从 2010 年代中期的 5%上升到如今的 20%以上。与化石

燃料相比，关键矿产价格的上涨伴随着对需求快速增长的预期，这有助于支持扩大投资计划。2021 

年，18 家主要矿业公司在开发能源转型矿产方面的综合经营利润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此背景下，

2021 年有色金属生产的总体投资增长 20%。其中，专注于特定矿产的公司增长速度更快，以锂为重

点的公司投资支出增加了 50%，创历史新高。 

为使未来的供应来源多样化，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加大了在勘探方面的投资

支出。2021 年，全球勘探支出增长了 30%。许多政府正在促进投资活动，以确保其国内清洁能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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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的矿产供应安全，同时也支持创新和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的风险投资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向寻求

解决关键矿物问题的电池设计和回收方法，而流向汽车制造商的份额低于过去。 

图表 3：2017-2022 年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和锂离子电池的技术成本趋势和关键材料

价格 

 

 

来源：国际能源署 

注：太阳能光伏组件成本基于多晶硅组件。风力涡轮机成本基于截至签署日期的全球平均价格，不包括安装成本。锂

离子电池成本基于电池组成本。钢材价格是美国热轧钢条、钢板和结构型材、合金的指数价格。锂价格基于标准普尔

全球的碳酸锂全球平均值。2022 年材料价格是 1 月至 3 月之间的平均价格。 

五、能源转型依赖于大规模扩大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 

《报告》指出，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正在增加，但还不足以在本世纪中叶将排放量降至净零。

如果不大幅增加效率、电气化和低碳供应方面的投资支出，全球对能源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将无法

以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满足。分行业来看，电力行业投资最接近可持续发展轨迹，但尚未与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相一致，而这一途径需要在这十年中每年花费超过 2万亿美元。净零排放情景（NZE）

还需要快速实现交通、供暖、制冷和工业生产的电气化，并大力加快改造和新节能建筑的支出。IEA

预测，到 2030 年，在净零排放情景下，用于最终用途的能源效率、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支

出几乎是现在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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