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概要 
联合国大会（2011）宣布 2012 年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时，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

下，设定到 2030 年需实现三个全球目标。它们是，确保普及现代能源服务（包括电力和清洁现代

的炉灶），使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使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提高一倍。大

约 70 个国家已正式加入“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SE4ALL）倡议，还有众多公司和机构承诺捐资

数百亿美元以实现这些目标。2012 年底，联合国大会宣布从 2014 年到 2024 年为“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十年”。 

为保持实现“SE4ALL”目标的动力，需要跟踪到 2030 年这些年全球的进展情况。世界银行／能源

部门管理援助计划（ESMAP）与国际能源署以及其它 13 个机构合作制定了必要的框架。这项工作

还得益于与 100 多个利益相关群体进行的公开磋商。 

跟踪“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目标完成进展状况的新框架 

本报告中所述的《全球跟踪框架》提供了一个基于指标的全球定期报告初步系统，这些指标不仅

在技术上严格缜密，而且还可从最新的全球能源数据库中计算得出，并提供了将来逐步改善的机

会。尽管确认框架所需的适当指标在方法上提出了极大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比衡量发展的其它

方面时所面临的挑战更复杂，例如在衡量贫困、人类健康或获取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全球

进展一直得以跟踪。在所有这些发展方面，大部分国家都需要持续加强分析能力和数据记录能力。 

在普及能源服务方面，使用了来自家庭调查的数据，来确定获得供电的人口比例和主要使用非固

体燃料用于炉灶的人口比例。总能源密度一直用来代表能效。本框架也采用了这个方法，但更进

了一步，使用统计分析，以获得更接近潜在能效的数据，并且在国家能源密度指标的基础上补充

以四个主要经济部门的等效指标。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主要指标是所有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

气动热、地热、水电、海洋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占最终能源总耗1 的比例。  

为了可以跟踪进展，“SE4ALL”根据各种现有的家庭调查和国家能源平衡报告中的数据建立了一

个全球数据平台。这些数据来自众多国家——其中清洁能源数据来自 181 个国家，现代能源服务

数据来自 212 个国家——覆盖从 1990－2010 年全球 98%的人口。单个国家的指标可见《全球跟

踪框架》的附录数据，并可通过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平台在线获取：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 

最近的进展过慢，难以达到新的目标 

从上述指标来看，过去 20 年来全球在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新增 17 亿人（相当于印度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总和）享受到了电力带来的好处，16 亿人（相当于中国和美国的人口总和）

能够获取一般来说污染较小的非固体燃料。能源密度显著下降，过去 20 年中节约了开发 2,300 艾

焦耳新能源供应的成本，使 1990－2010 年累计全球能源需求下降了 25%以上，使 2010 年的能源

                                                           
1
 虽然从技术上说，能源不能被消耗，但本报告中，根据《ISO 50001:2011》的以及未来标准 ISO 13273-1 《能效和可再

生能源－国际通用术语第一部分：能效》中的定义，“能源消耗”是指“所用能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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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比能源密度保持不变的能耗量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1990－2010 年间，全球可再生能源累计

供应总量超过 1,000 艾焦耳，相当于同一时期中国和法国累计最终能源消耗的总和。 

然而，过去 20 年来，快速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了这些进展的影响。例如，1990

－2010 年，获得供电和非固体燃料的人口分别以每年 1.2%和 1.1%的速度增长，略低于同一时期

全球人口每年 1.3%的增长速度。虽然可再生能源最终能耗在 1990－2010 年每年增长了 2%，但仅

略高于最终能耗总量每年增长 1.5%的速度。因此，可再生能源占消耗总量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6.6%仅微幅增长到 2010 年的 18%。 

《全球跟踪框架》设定了在“SE4ALL”倡议下衡量进展的起始点（表 ES.1）。到 2030 年，获得供

电和使用非固体燃料作为主要炉灶燃料的人口比例必须从 2010 年的 83%和 59%增长到 100%。能

源密度改善率必须从 1990－2010 年的–1.3%提高一倍，到 2010－2030 年达到–2.6%。可再生能源

占全球最终能耗的比例必须从 2010 年估计近 18%的起始点提高一倍，到 2030 年达到 36%的目标。 

表 ES.1. 从历史角度看“SE4ALL”目标 

单位：百分比 

代表指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普及现代能源服务 

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

一倍 

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

源结构中比例提高一

倍 

获得供电人口比例 

主要依赖非固体燃料

的人口比例 能源密度改善率* 

可再生能源占 TFEC比

例 

1990年历史参考水平 76 47 

–1.3 

16.6 

2010年起始点 83 59 18.0 

2030年目标 100 100 –2.6 36.0 

数据来源：作者 

说明：TFEC = 最终能源消耗总量 

*按主要能源和购买力平价 GDP来衡量 

“高影响力”和“进展快速”的国家是关键 

虽然所有国家都取得进步很重要，但实现“SE4ALL”的全球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在全球总体

绩效中占有特别大比重的某些“高影响力国家”。两组互有重叠的亚洲和非洲 20 个这类国家占到

全球供电赤字的三分之二，占全球获得非固体燃料赤字的五分之四（见图 ES.1）。要达到全球普

及供电的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国家可以取得的进展。而另外一组 20 个高收入新兴经济

体则占到全球能源消耗的五分之四。因此，如果这些高影响力国家不能取得重大进展，那么

“SE4ALL”倡议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方面的全球目标则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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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S.1. 2010 年高影响力国家总览 

获得供电赤字（百万） 获得非固体燃料赤字（百万） 主要能源需求（艾焦耳） 

    

印度                 印度                中国 

尼日利亚        中国                美国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俄罗斯   

埃塞俄比亚    印尼                印度 

刚果                尼日利亚       日本 

坦桑尼亚        巴基斯坦       德国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巴西 

苏丹                 刚果                法国 

乌干达            越南                 加拿大 

缅甸                菲律宾             韩国 

莫桑比克       缅甸                  伊朗 

阿富汗           坦桑尼亚          印尼 

朝鲜               苏丹                   英国 

马达加斯加  肯尼亚              墨西哥 

菲律宾           乌干达              意大利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沙特阿拉伯 

布基纳法索  尼泊尔             南非 

尼日尔           莫桑比克         乌克兰 

印尼                朝鲜                 西班牙 

马拉维            加纳                 澳大利亚 

306 
82 

67 
64 
56 

38 
31 
31 
29 
25 
20 
19 
18 
18 
16 
15 
14 
14 
14 
14 

India
Nigeria

Bangladesh
Ethiopia

Congo, DR
Tanzania

Kenya
Sudan

Uganda
Myanmar

Mozambique
Afghanistan

Korea, DR
Madagascar

Philippines
Pakistan

Burkina Faso
Niger

Indonesia
Malawi

 705  
 613  

 135  
 131  
 118  
 111  

 81  
 61  
 49  
 46  
 44  
 42  
 35  
 33  
 32  
 27  
 25  
 22  
 22  
 20  

India
China

Bangladesh
Indonesia

Nigeria
Pakistan
Ethiopia

Congo, DR
Vietnam

Philippines
Myanmar
Tanzania

Sudan
Kenya

Uganda
Afghanistan

Nepal
Mozambique

Korea, DR
Ghana

 107  
 93  

 29  
 29  

 21  
 14  
 11  
 11  
 11  
 11  
 9  
 9  
 9  
 8  
 7  
 7  
 6  
 6  
 5  
 5  

China
USA

Russia
India

Japan
Germany

Brazil
France

Canada
S. Korea

Iran
Indonesia

UK
Mexico

Italy
S. Arabia
S. Africa
Ukraine

Spa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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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踪“SE4ALL”目标完成的进展状况时，从“进展快速国家”学习经验也至关重要，这些国家

在 1990－2010 年期间在三个能源指标方面的进展特别快速。在供电和炉灶燃料方面，进展最快

的国家获得供电人口的比例每年约增加 3－4 个百分点。在能源密度上改善最迅速的国家，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4%到–8%，这些国家的能源密度本来就处于较高水平，提高能效相对较容易。在可

再生能源方面，进展最快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消耗（不包括传统的生物质能）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0%－15%，尽管它们的基数非常低。 

在所有三个能源发展方面，中国都是高影响力和进展快速的国家，其次是印度。 

衡量可持续能源挑战的规模 … 

到 2030 年在全球实现“SE4ALL”的三个能源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基于全球能源模式的不同情

况，让我们得以衡量全球要实现这三个目标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这些情况表明，一切照常显然

不行。在普及供电方面，一切照常就意味着，到 2030 年，全球没有供电和现代炉灶的人口比例将

分别为 12%和 31%。在能效方面，实施所有目前现有的、具有合理回报期的措施，就足以达到、

甚至超过“SE4ALL”的目标。然而，一些障碍会阻碍很多这些措施的实施，导致它们目前的采用

率较低，在发电和建筑领域的采用率约为 20%，制造和运输领域的采用率约为 40%。在可再生能

源方面，很少情况表明，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比例可达到 30%以上。 

2010 年，在这三个“SE4ALL”目标涵盖的地区，全球实际投资估计约达 4,000 亿美元。要实现三

个目标所需的投资在现有水平之上估计还至少需要 6,000－8,000 亿美元，这意味着资金流是目前

水平的两倍或三倍。这些投资大部分都与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有关，与供电相关的投资只占增

量成本较小的比例（10－20%）。如果没有来自私营部门的大量投资，能源投资就不太可能实现

如此大幅的增加。 

全球不同的能源模式也有助于阐明要实现这三个可持续能源目标需要实施何种政策措施。国际能

源署的《世界能源展望》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全球能源评估》均强调了逐步取消化石

燃料补贴、能源定价充分反映本国和全球所有相关环境成本、支持全球一致的能效技术标准以及

设计审慎、有针对性的补贴以提高供电和清洁炉灶燃料普及性的重要性。 

…达到目标的最短路径 

《全球跟踪框架》还根据不同地区的起始点、各自的改善潜能以及比较优势，阐明了全球各个地

区要实现三个目标可能采取的模式。在能效方面，预计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的改善

率最高，每年约达–4%。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后者由于严重依赖传

统的生物质能）预计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将达到最高，超过 50%，而全球其余地区将在

20%－40%。 

另外，全球不同的能源模式还阐明了这三个“SE4ALL”目标如何互相影响（一般是以互补的方式）

以及如何影响气候变化和其它全球问题。例如，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需要通过强劲的能效改

善来促进，因为可以降低能源总需求的增长。另外，国际能源署发现，单凭能效或可再生能源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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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不足以到 2030 年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但如两者同时实施，则可以更快达到目

标。同时，实现普及现代能源服务的目标将提高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如果一切照常的排放

量 0.6%，几乎可忽略不计。《世界能源展望》估计，如果“SE4ALL”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和能效目

标同时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可能性将增加到 66%到 90%，高于如果两个目标

单独实现的可能性。实现普及现代炉灶燃料的目标将增加依赖通常基于化石的非固体燃料用于炉

灶，这会起到一个小的抵消作用，使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降低约两个百分点，

对实现控制全球变暖两摄氏度以内的目标的可能性产生几乎可忽略不计的影响。 

更好的统计方法，以便更好跟踪 

展望未来，虽然“SE4ALL”《全球跟踪框架》所使用的方法为基本的全球跟踪提供了一个适当的

基础，但本框架还可以大大改善。为有效地监测到 2030 年的进展，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加大对能源

数据系统的投资必不可少。这些经济有效、高影响力的改善措施可在未来五年内实施，视可获得

的财力而定。在普及能源服务方面，重点应从二元性措施向一个多层框架转变，从而更好地捕捉

供电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家庭炉灶的能效、安全性和方便性，包括使用生物质能的炉灶。在能效

方面，主要问题是加强国家能力，统计各部门和分部门能耗的分类数据，并包含同一部门的产出

措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主要的优先措施应是提高衡量不同形式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性的能力，

尤其是传统的生物质能。要支持能够产生实质性效果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采取所有这些统

计上的改善措施。发展国家制定更好的指标并对指标作出反应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任。 

大胆的政策…以及有利于投资和创新的环境 

最后，鉴于实现“SE4ALL”三个能源目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显然需要大胆的政策措施，加上支

持创新和鼓励投资的监管和制度环境，从而提高能源部门扩大能源服务普及、提高单位能源产出

以及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必要能力。对国家层面的政策环境进行详细分析，

并不在本《全球跟踪框架》的直接范围内，本框架的重点是监测全球实现上述“SE4ALL”目标所

取得的进展。但是，在支持“SE4ALL”倡议所涵盖的重要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未来工作中，

这将是一个重要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