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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数据报告（2021）》重磅推出，这是中电传媒能源情报研究中⼼连续六年出版中国能源⼤数据报
告。报告以⼤量图表、数据描述了我国能源发展情况。 








中国能源⼤数据报告（2021）

第⼀章  能源发展概述


本章作者  ⻬正平


⼀、宏观经济形势


1.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关，现⾏标准下农村贫困⼈⼝全部脱贫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0年国内⽣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上年增⻓2.3%，是全球唯⼀实现经济
正增⻓的主要经济体。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重预计超过17%。

⾯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恢复⾛在世界前列，在⼀季度国
内⽣产总值⼤幅下降的情况下，⼆季度增速由负转正，增⻓3.2%，三季度增⻓4.9%，四季度增⻓
6.5%，⾛出了⼀条令世界惊叹的V型曲线，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  2011～2020年国内⽣产总值及增速

2020年⼈均国内⽣产总值72447元，⽐上年增⻓2.0%，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全年全国居⺠⼈均可⽀
配收⼊32189元，⽐上年增⻓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2.1%，⾼于⼈均国内⽣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2  2011～2020年⼈均国内⽣产总值




三⼤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按照每⼈每年⽣活⽔平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现⾏农村贫困标准计
算，551万农村贫困⼈⼝全部实现脱贫。党的⼗⼋⼤以来，9899万农村贫困⼈⼝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2.产业发展⽔平继续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


2020年，第⼀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增⻓3.0%。第⼆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2.6%。第三产业
增加值553977亿元，增⻓2.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16.9%。

从占⽐看，2020年第⼀产业增加值占国内⽣产总值⽐重为7.7%，较上年增加0.6个百分点，第⼆产业增
加值⽐重为37.8%，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重为54.5%，⽐上年提⾼0.2个百分
点。

2020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规模以上⼯业中，⾼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上年增⻓7.1%，占
规模以上⼯业增加值的⽐重为15.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6.6%，占规模以上⼯业增加值的⽐重为
33.7%。⾼技术产业投资⽐上年增⻓10.6%。全年新能源汽⻋产量145.6万辆，⽐上年增⻓1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3  2011～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产总值⽐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4  2020年新产业新业态增⻓情况（%）




2020年，规模以上⼯业企业利润64516亿元，⽐上年增⻓4.1%。分⻔类看，采矿业利润3553亿元，⽐
上年下降31.5%；制造业55795亿元，增⻓7.6%；电⼒、热⼒、燃⽓及⽔⽣产和供应业5168亿元，增⻓
4.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5  2020年规模以上⼯业企业利润情况（%）




3.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东北地区转为正增⻓


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7270亿元，⽐上年增⻓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518907亿元，增⻓2.9%。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投资⽐上年增⻓3.8%，中部地区投资增⻓0.7%，⻄部地
区投资增⻓4.4%，东北地区投资增⻓4.3%，转为正增⻓（上年为下降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6  2011～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产业投资13302亿元，⽐上年增⻓19.5%；第⼆产业投资149154
亿元，增⻓0.1%；第三产业投资356451亿元，增⻓3.6%。⺠间固定资产投资289264亿元，增⻓
1.0%。基础设施投资增⻓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7  2020年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重（%）




⼆、能源⽣产及供应


1.能源⽣产稳中有增


2020年，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稳定，能源⽣产企业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积极推动复⼯复产增产，全年
规模以上⼯业能源⽣产稳定增⻓，有⼒保障了能源供应和安全。

2020年能源⽣产 

⼀次能源⽣产总量40.8亿吨标准煤，同⽐增⻓2.8%。 

原煤产量39亿吨，同⽐增⻓1.4%。 

原油产量19476.9万吨，同⽐增⻓1.6%。 

天然⽓产量1925亿⽴⽅⽶，同⽐增⻓9.8%。 

发电量77790.6亿千瓦时，同⽐增⻓3.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8  2011～2020年能源⽣产总量及增速




煤炭 

2020年，原煤⽣产企业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多措并举稳定煤炭供应。疫情初期奋⼒复产，增储保供；年中淡季
压产稳价，优化结构；寒冬旺季挖潜增产，统筹供应。全年原煤产量39亿吨，⽐上年增⻓1.4%，较好地发挥了
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稳定保障作⽤。 

油⽓ 

2020年，油⽓⽣产企业不断加⼤勘探开发⼒度，持续提⾼⽣产负荷，加强油⽓供应⼒度，全年原油产量
19476.9万吨，⽐上年增⻓1.6%，增速⽐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企稳回升。 

天然⽓产量1925亿⽴⽅⽶，⽐上年增⻓9.8%，增速与上年持平，连续四年增产超过100亿⽴⽅⽶。 

虽然受疫情影响成品油需求有所下降，原油加⼯企业仍充分利⽤“低油价”机会，保持加⼯负荷，全年原油加⼯
量6.7亿吨，增⻓3.0%。 

电⼒ 

2020年，电⼒⽣产企业积极组织复⼯复产，特别是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年末多轮寒潮天⽓等因素叠加影响的
情况下，不断加⼤电⼒供应⼒度，有效保障了⺠⽣和重点需求。 



全年发电量77790.6亿千瓦时，同⽐增⻓3.7%； 

⽕电发电量53302.5亿千瓦时，同⽐增⻓2.1%； 

⽔电发电量13552.1亿千瓦时，同⽐增⻓3.9%； 

核电发电量3662.5亿千瓦时，同⽐增⻓5.1%。 



表 1 - 1   2 0 1 1～ 2 0 2 0年主要能源品种⽣产总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能源⽣产结构持续优化


2020年，在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优先发展⾮化⽯能源等⼀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我国清
洁能源继续快速发展，清洁能源⽐重进⼀步提升，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9  2011～2019年能源⽣产结构（%）




近⼗年来，不同品种能源占⽐呈现不同趋势。原煤⽣产占⽐持续下降，2019年较2011年下降9.2个百分
点。原油⽣产总量占⽐持续下降，2019年较2011年下降1.6个百分点。天然⽓⽣产占⽐变化不⼤，2019
年较2011年提升1.6个百分点，⽔电、核电、⻛电等⼀次电⼒⽣产合计占⽐翻番，2019年较2011年提升
9.2个百分点。


可再⽣能源发电稳居全球⾸位 

截⾄2020年底，我国可再⽣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重达到42.4%，较2012年增⻓
14.6个百分点。其中：⽔电3.7亿千瓦、⻛电2.8亿千瓦、光伏发电2.5亿千瓦、⽣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分别连
续16年、11年、6年和3年稳居全球⾸位。 

清洁电⼒⽣产⽐重⼤幅提⾼ 

2020年，规模以上⼯业⽔电、核电、⻛电、太阳能发电等⼀次电⼒⽣产占全部发电量⽐重为28.8%，⽐上年提
⾼1.0个百分点。 



表1-2  2011～2019年⼀次能源⽣产情况（单位：万吨标准煤）




注：2019年原煤、原油、天然⽓、⼀次电⼒产量系根据占⽐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能源进⼝量保持较快增⻓


2020年，根据国内能源供需形势，我国灵活利⽤国际市场，充分发挥进⼝补充调节作⽤，积极进⼝能源
特别是油⽓资源，全年能源进⼝保持较快增⻓。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图1-10  2020年能源进⼝量及增速




2020年原油、成品油进⼝ 

原油进⼝54239万吨，同⽐增⻓7.3%，⾦额12218亿元，同⽐减少26.8%。 

成品油进⼝2835万吨，同⽐减少7.2%，⾦额818亿元，同⽐减少30.4%。 

2020年天然⽓进⼝ 

天然⽓进⼝10166万吨（约为1403亿⽴⽅⽶），同⽐增⻓5.3%，⾦额2315亿元，同⽐减少19.4%。 

2020年煤炭进出⼝ 

进⼝煤及褐煤30399万吨，同⽐增⻓1.5%，⾦额1411亿元，同⽐减少12.1%。 

出⼝煤及褐煤319万吨，同⽐减少47.1%，⾦额303116万元，同⽐减少52.7%。 



表1-3  2011～2020年我国能源进出⼝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三、能源消费


1.能源消费逐步回升


2020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秩序持续稳定恢复，能源需求也呈逐步回升态势。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8亿
吨标准煤，⽐上年增⻓2.2%，增速⽐前三季度加快1.3个百分点，上半年和⼀季度分别下降0.2%、
3.1%。煤炭消费量增⻓0.6%，原油消费量增⻓3.3%，天然⽓消费量增⻓7.2%，电⼒消费量增⻓
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1  2011～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速




从近年增速看，2012年以来能源消费总量均处于低速增⻓状态，实现了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撑经济
的中⾼速发展。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2  2011～2020年GDP增速和能源消费增速（%）




表1-4  2011～2020年主要能源品种消费量（单位：万吨标准煤）




注：2019、2020年数据为根据各品种在总量中占⽐计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能源消费结构进⼀步优化


202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天然⽓、⽔电、核电、⻛电
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上升1.0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3  2020年能源消费结构（%）




从近年能源消费结构数据看，煤炭消费占⽐呈下降趋势，2018年跌⼊60%以下，但短期内仍是我国主要
能源来源。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重从2011年的13%上升到2020年的24.3%，⼏近翻番。总
体看，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处于主体性地位，⽯油和天然⽓对外依存度⾼，清洁能源消费占⽐在持续
提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4  2011～2020年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5  2011～2019年能源消费结构（%）




3.我国可再⽣能源消费量稳居世界⾸位


据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41.7艾焦，居于世界⾸位，其次
为美国94.65艾焦，印度、俄罗斯分别以34.06、29.81艾焦居于第三、四名，欧洲总计为83.82艾焦。






 （数据来源：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图1-16  2019年⼀次能源消费总量前⼗名国家




我国⾮⽔可再⽣能源消费同样居于世界⾸位，2019年为6.63艾焦，超过第⼆名美国0.8艾焦，是第三名
德国的3倍多。




 （数据来源：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图1-17  2019年⾮⽔可再⽣能源消费前⼗名国家




总体⽐较，2019年我国可再⽣能源、煤炭、⽔电消费均居世界⾸位，⽯油消费居于世界第⼆位，天然
⽓、核能消费居于世界第三位。




（数据来源：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图1-18  2019年各能源品种消费前三名国家




四、能源投资与扶贫


1.国内投资情况


2020年，我国采矿业投资同⽐降低14.1%，制造业投资同⽐降低2.2%，电⼒、热⼒、燃⽓及⽔⽣产和
供应业投资同⽐增⻓17.6%。

2020年电源投资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244亿元，同⽐增⻓29.2%。 

⽔电投资1077亿元，同⽐增加19%。 

⽕电投资553亿元，同⽐下降27.3%。 

核电投资378亿元，同⽐下降22.6%。 
2020年电⽹投资 



电⽹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4699亿元，同⽐下降6.2%。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22288万千伏安，同⽐下降6.4%。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度35029千⽶，同⽐降低2.5%。 



表1-5  2011～2020年能源⾏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电⼒规划设计总院）




2.涉外投资情况


2020年对外⾮⾦融类直接投资额7598亿元，⽐上年下降0.4%，折1102亿美元，下降0.4%。其中，对
“⼀带⼀路”沿线国家⾮⾦融类直接投资额178亿美元，增⻓18.3%。

2020年，采矿业对外⾮⾦融类直接投资额50.9亿美元，同⽐减少32.3%，制造业对外⾮⾦融类直接投资
额199.7亿美元，同⽐减少0.5%，电⼒、热⼒、燃⽓及⽔⽣产和供应业对外⾮⾦融类直接投资额27.8亿
美元，同⽐增加10.3%。

我国持续深化可再⽣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电业务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
了超过70%的组件。近年来我国在“⼀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再⽣能源项⽬投资额呈现持续增⻓态
势，积极帮助⽋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应⽤先进绿⾊能源技术，为⾼质量共建绿⾊“⼀带⼀路”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19  2020年能源相关领域对外⾮⾦融类直接投资情况




3.能源扶贫情况


能源惠⺠利⺠成果丰硕，为决战脱贫攻坚贡献绿⾊⼒量。在推进⽆电地区电⽹延伸的同时，我国积极实
施可再⽣能源独⽴供电⼯程，累计让上百万⽆电群众⽤上绿⾊电⼒，圆满解决⽆电⼈⼝⽤电问题。

农村⽤电条件⼤幅提升 

2015年，全⾯完成⽆电地区电⼒建设⼯程，解决了4000万⽆电⼈⼝的⽤电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实现了⼈⼈
有电⽤。 

2019年底，新⼀轮农⽹改造升级⼯程提前达到预定⽬标，完成160万⼝农村机井通电，涉及农⽥1.5亿亩；为
3.3万个⾃然村通上动⼒电，惠及农村居⺠800万⼈。⼩城镇中⼼村⽤电质量全⾯提升，惠及农村居⺠1.6亿⼈。 

2020年上半年，提前完成了“三区三州”、抵边村寨农⽹改造升级攻坚三年⾏动计划，显著改善了深度贫困地区
21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1900多万群众的基本⽣产⽣活⽤电条件。 

农村平均停电时间从2015年的50多⼩时降低到15⼩时左右，综合电压合格率从94.96%提升到99.7%，户均配
电容量从1.67千伏安提⾼到2.7千伏安。 
光伏项⽬带动脱贫效果明显 



全国累计建成2636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惠及近6万个贫困村、415万贫困户，每年可产⽣发电收益约180亿
元，相应安置公益岗位125万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平均每个村每年可稳定增收20万元以
上。 

“光伏+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农光互补、畜光互补等新模式⼴泛推⼴，增加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能源开发
建设为贫困地区创造了⼤量就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脱贫带动作⽤。 
重⼤能源项⽬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2012年以来，贫困地区重⼤能源项⽬累计投资超过2.7万亿元，有⼒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
近三年农⽹改造357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上全部投向贫困地区，其中“三区三州”地区222.8亿元，占
62.4%。 

⻄部贫困地区输电通道累计投资3362亿元，外送电量超过2.5万亿千瓦时，直接收益超过8600亿元。  

2012年以来，贫困地区累计开⼯建设⼤型⽔电站31座、6478万千瓦。 

2012年以来，建设现代化煤矿39处、年⽣产能⼒1.6亿吨，清洁⾼效煤电超过7000万千瓦，合计增加就业岗位
超过10万个，新建煤矿累计为地⽅增加财政收⼊28亿元以上。 

中央能源企业积极履⾏社会责任，多措并举，助⼒脱贫攻坚。定点帮扶87个贫困县，累计投⼊⽆偿帮扶资⾦
60.4亿元，帮助建设扶贫产业项⽬、扶贫⻋间约11500个，增加贫困村、贫困户收⼊15.2亿元；购买贫困地区
农产品19.5亿元，帮助解决贫困群众就业超过11.6万⼈。 



五、能源效率


1.能效⽔平持续提升


2020年，能耗强度继续下降，全年单位GDP能耗⽐上年下降0.1%，扭转了前三季度上升的态势；规模
以上⼯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0.4%，降幅⽐前三季度扩⼤0.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20  2015～2020年万元国内⽣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2020年，重点耗能⼯业企业单位电⽯综合能耗下降2.1%，单位合成氨综合能耗上升0.3%，吨钢综合能
耗下降0.3%，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1.0%，每千瓦时⽕⼒发电标准煤耗下降0.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21  2020年单位GDP能耗和重点领域综合能耗情况（%）




2.单位GDP⼆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


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产总值⼆氧化碳排放下降1.0%。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污染防治攻坚任
务，扎实推进减煤替代和电能替代，实现能源清洁⾼效利⽤，全国万元国内⽣产总值⼆氧化碳排放持续
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22  2017～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产总值⼆氧化碳排放下降情况（%）


可再⽣能源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2020年，我国可再⽣能源开发利⽤规模达到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替代煤炭近10亿吨，减少⼆氧化碳、⼆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达17.9亿吨、86.4万吨与79.8万吨，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
障。 

同时，我国积极推进城乡有机废弃物等⽣物质能清洁利⽤，促进⼈居环境改善；积极探索沙漠治理、光伏发
电、种养殖相结合的光伏治沙模式，推动光伏开发与⽣态修复相结合。 

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幅提升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指能源消费的增⻓率与GDP增⻓率之⽐，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速度与国⺠经济增⻓
速度之间⽐例关系的指标，能够反映经济增⻓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据测算，202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
0.96，较上年提⾼0.42。

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76，表明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较⾼。2012年和2013年下
降到0.5左右，2014年下降到0.36，2015年最终下降到0.19，近⼏年保持在0.5上下。2020年较为特殊，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GDP增速从2019年的6%下降到2.3%，造成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明显提升。






注：2020年数据系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23  2011～202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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