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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能源展望(2017~2040) 

─全球能源消費約成長了 1/3，並朝向低碳能源組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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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英國石油公司(BP)的能源展望針對不同面向的能源轉型考量幾

種情境，這些情境有一些共通假設例如能源需求增加及朝低碳燃料組合發

展，不同處則在於一些特定政策及技術的假設。本報告主要以演變(Evolving 

Transition, ET)情境為核心情境，該情境假定政府政策、技術和社會偏好持

續以近期的方式和速度發展。在此情境下，從 2016 年到 2040 年全球能源

需求預計年均成長 1.3%。所有這些增長都來自新興經濟體，以中國大陸和

印度為主。全球能源密集度（能源需求與 GDP 的比率）預計年均下降 1.9%，

比自 1965 年有數據以來的任何 25 年期間都要快。再生能源成長占總能源

成長的 43%，在初級能源中的占比從現在的 4%上升到 2040 年的 14%，太

陽能和風能是其中成長最快的來源。到 2040 年，其全球發電量的合計占比

從 5%增加到 21%。天然氣（年均成長 1.6%）超過煤炭，到 2025 年成為全

球第二大能源來源。石油（年均成長 0.5%）仍然是全球領先的燃料，但約

在 2030 年左右達到高峰。非傳統天然氣占全球天然氣供應量增長的一半以

上，到 2040 年占全球天然氣供應量的近 1/3。能源使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繼續增長，到 2040 年上升 10%。但是，這種情境下的碳排放與實現巴

黎協定的氣候目標並不一致，突顯出過去應該有更加決定性的突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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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18 年 BP 能源展望針對不同面向的能源轉型考量幾種情境，這些情

境有一些共通假設，例如能源需求增加及朝低碳燃料組合發展，不同處則在

於一些特定政策及技術的假設。以下為本報告中所有不同情境所得的共通

的結果，但主要以演進(Evolving Transition, ET)情境為核心情境，該情境假

定政府政策、技術和社會偏好是持續以近期的方式和速度發展。但是，這種

情境下的碳排放與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並不一致，突顯出過去應該有

更加決定性的突破才是。以下簡述 BP 從幾個面向進行至 2040 年的展望預

測。 

(一) 經濟成長 

未來 20 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加倍，平均年成長約為 3.25%，與過去 25 年

成長差不多，主要成長來自於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其中 3/4 歸功於生產

力的增加。此新經濟體將形塑未來 25 年的經濟與能源趨勢。全球 GDP 的

成長 80%以上來自於新興經濟體，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成長是由中國大陸

與印度所創造。生產力持續較弱的非洲，因為人口成長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而 GDP 成長只佔全球的 10%。能源需求在 ET 情境中以年均 1.3%速度成

長，低於過去 20 年的 2%(圖 1)。展望期間，隨著 GDP 加倍成長，能源消

費僅增加了約 35%，主要被能源效率快速提升而抵銷。 

 
圖 1、全球 GDP 與初級能源成長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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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源供需 

燃料組合將持續轉移至非化石低碳燃料，在 ET 情境中再生能源年均成

長 7%，是成長最快的，佔能源供給成長的 40%以上，並促進能源組成多元

化。到 2040 年石油、天然氣、煤及非化石燃料約各佔全球能源的 1/4。 

石油在整個展望期間年均成長約 0.5%，並預期將在展望結束期間達到

高峰。美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液態燃料供給方面的成長正好滿足

新興經濟體的成長需求，液態燃料的需求在整個展望期間有實質的成長，但

在展望末期達到高峰。低成本生產者引領全球液態燃料的供給，而美國則是

最大的生產者。在其他的情境中，美國的緻密油可能成長得更快並更早達到

高峰，全球的精煉業將因為需求成長較弱及豐富的天然氣液態產品而壓力

漸增。 

天然氣需求強勁，受惠於廣泛的需求及低成本的供給以及全球漸增的

用途，及由工業與電力部門的需求驅動，年均成長 1.6%，較煤及油快速，

在展望期結束時將在初級能源佔比中超過煤並趨近於石油。但如果由煤轉

氣的政策驅動力不足，則天然氣的成長將趨緩。另外，不論實施強(促使再

生能源使用及能源效率提升)或弱(煤轉氣的驅動力不足)的環境政策都將導

致天然氣的需求下挫。在美國和卡達的帶動下，液化天然氣增加了全球天然

氣供應，供應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亞洲及歐洲液化天然氣市場的發展將在全

球液化天然氣貿易上產生重要的影響。 

煤消費在展望期間為持平，中國大陸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

家煤的使用下降則被印度和亞洲其他的國家的成長所抵銷，煤在初級能源

的占比下降至 21%，為自工業革命以來最低點(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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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初級能源消費(燃料別)及其占比趨勢[1] 

 

(三) 電力部門 

全球持續電氣化使得電力消費成長強勁。在整個展望期間，全球能源消

費增長的 70%幾乎都用於發電，電力需求較其他的能源成長快了 3 倍。電

力消費的效率快速提升代表著經濟成長和電力消費之間的相關性漸低，這

種情形在 OECD 國家特別明顯。發電燃料組合將有實質性轉變，再生能源

的重要性將持續增加。在 ET 情境中，再生能源約佔電力成長的一半，在總

發電量中的占比從現在的 7%增加到 2040 年的 1/4（第 94-95 頁）。煤炭僅

占電力成長的 13%，較過去 25 年超過 40%的占比巨幅下跌。即便如此，煤

炭仍然是 2040 年最大的電力來源，約占 30%。展望期間天然氣的占比相對

持平，約略超過 20%。核能和水力發電在展望期間持續成長，但較整體發電

量成長的慢，故在電力占比下降。在 ET 情境下，核電的年均成長率為

1.8%(59TWh)，主要由中國大陸所驅動，約占總成長的 90%以上，而歐盟及

美國則因老舊核電廠相繼除役及淘汰促使核電下降。水力發電在開發中的

經濟體仍普遍採用，年均成長為 1.3%(61TWh)。水力發電未如過去幾年般

成長的快速，主要受到中國大陸、中南美洲及非洲國家成長所驅動。 

全球發電燃料組合的移轉趨勢在區域間之差異極大，在 ET 情境下，再

生能源電力的成長主要是由 OECD 國家及中國大陸所驅動(圖 3)，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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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國家的燃煤發電下降，及中國大陸從 2030 年間亦開始下降的緣故。

到 2040 年，OECD 國家及中國大陸電力部門的非化石燃料占比大致相似，

但中國大陸的煤氣占比仍然較高。相較之下，在整個展望期間，煤仍然是亞

洲其他地區發電燃料組合中最大來源，佔該區電力成長中的最大部分。而印

度電力部門燃料組合結構在 2040 年則大致與中國大陸類似。 

 

圖 3、區域別電力成長(左)與占比(右) [1] 

再生能源發電在整個展望期間內強勁成長(年均成長率約 7.5%)，約占

總成長的 50%。主要因為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競爭力大幅提升。在 ET 情境

中，由於技術進步，使得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成本漸漸可與其他能源競

爭，加上碳價提高、及政策持續支持低碳能源，使得再生能源相關補貼到

2020 年代中期漸漸廢除。其中中國大陸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新增的再生能源

發電將超過所有 OECD 國家的總和，漸取代歐盟成為再生能源成長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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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至 2035 年再生能源發電展望水準變化[1] 

(四) 碳排放 

在 ET 情境下，整個展望期間，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持續成長了 10%，

相較於過去 25 年的碳排放成長(55%)，明顯的緩慢許多。即便如此，預期的

成長率仍遠高於要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所應有的巨幅下降幅度，突顯出過去

應該有更加決定性的突破才是。另外，與“IEA 可持續發展情境”相比，“加

速轉型”（Even Faster Transition, EFT）情境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到 2040

年排放量將下降近 50%。相對於 ET 情境，EFT 情境中大部分額外的減排量

來自電力部門，該部門在 2040 年之前幾乎完全脫碳。電力部門在促成碳排

放大幅下降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是許多外部情境的共同特徵。 (圖 5) 

 

圖 5、各情境下之碳排放(左)及相較於 ET 情境之部門減量(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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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後版本與其他展望之差異比較 

(一) 與 BP 能源展望 2017 版本預測水準的差異 

本年度 ET 情境與去年(2017)的基準情境(Base Scenario)預測各項水準

的比較如下： 

1. 到 2035 年總能源需求大致相同，但能源組成則有顯著差異，其中差

異最大的是再生能源，較去年預測水準高 15%，理由為政策支持及

成本快速下降，特別是太陽能；另一方面，高成長的再生能源水準

也被核能及水力能源的低成長抵銷。 

2. 2035 年全球煤炭消費量較低，主要受中國大陸發展推動，這部分被

更高水平的天然氣需求所抵銷。 

3. 按地區劃分，中國大陸的能源需求比去年的基準情況低近 5%，反映

旨在降低能源密集度的強化政策。此中國大陸需求水準的降低在大

部分被其他新興市場需求增長所抵銷，因為產業從中國大陸遷移到

更便宜更低收入的市場。 

4. 按部門分類，最大的差異是工業能源需求水準較低，反映出效率提

升加快，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圖 6) 

另外，延伸到 2040 年的能源展望顯示了幾個主要趨勢： 

1. 電動汽車的規模越來越大，意味著在展望結束時電動汽車數量增長

非常迅速。在 ET 情境中，到 2035 年電動汽車將有近 1.9 億輛，高

於 2017 年 1 億輛的基準情境。預計隨後五年電動汽車將再增加 1.3

億輛，到 2040 年達到約 3.2 億輛。 



8 
 
 

 

圖 6、與 2017 年版相較 2035 年各項水準的差異[1] 

2. 到 2040 年，全球能源需求的主要驅動力將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印度，

此因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能源密集度下降，中國大陸能源

需求的增長逐漸縮小，與印度的持續增長將形成對比。2035 年至

2040 年間，印度的能源需求增長超過中國大陸的 2.5 倍，佔全球增

長的 1/3 以上。 

3. 非洲對全球能源消費的貢獻變得更加重要，到展望期間結束時，非

洲佔 2035-2040 年全球增長的 20%左右;大於中國大陸。(圖 7) 

 
圖 7、電動車趨勢(左)、中國大陸與印度之能源需求成長(中)、及非洲的能

源需求成長(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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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其他能源展望的預測水準差異 

所有展望都顯示全球能源需求持續增長，年均成長從 0.9%至 1.4%。ET

情景（相當於 1.3%）距樣本平均值 1.2%不遠。以燃料別來看，石油和天然

氣在所有展望在未來 25 年內均會成長，儘管速度比過去更慢。在 ET 情境

中，石油和天然氣的增長率大約為其他展望的平均值。相比之下，ET 情境

中再生能源的增長率（7%）則是各展望中最高的。(圖 8)。 

 

圖 8、不同展望的能源消費結構(燃料別)比較(2016~2040) [1] 

 

三、 結論與建議 

BP 能源展望報告 2018 年主要以演變(Evolving Transition, ET)情境為核

心情境，在此情境下，從 2016年到 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預計年均成長 1.3%，

主要成長來自於中國大陸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其中再生能源成長占總能

源成長的 43%，太陽能和風能是其中成長最快的來源；到 2040 年，全球再

生能源的發電量的合計占比成長了 3 倍。石油仍然是全球領先的燃料，天

然氣到 2025 年超過煤炭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來源。能源使用造成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繼續增長，到 2040 年上升 10%。但是，這種情境下的碳排放與實

現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並不一致，突顯出過去應該有更加決定性的突破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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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需求在過去二十年間成長十分快速，國內能源消費年平均成

長率為 2.65%，其中電力消費占了將近一半，且近 20 年以每年 3.15%的幅

度成長。我國能源供給 98%依賴進口，近 20 年年均成長為 2.98%，其中石

油即占了一半(48.93%)[2]，由於能源進口依存度高，極易受到國際能源情勢

動盪與能源價格波動所影響。 

展望未來，我國仍面臨包括未來能源與電力需求不確定性高、再生能源

推動多元課題、天然氣接收站增建需時間及環境議題待克服、及近年備轉容

量下降，如何維持電力供應穩定等嚴峻的挑戰。為因應這些挑戰，我國已於 

2016 年提出能源轉型路徑，其中 2025 年的能源轉型將以達成再生能源發

電量占比 20%為目標，核能發電設備則在 2025 年前全部如期除役，實現

非核家園；另在確保電力穩定、配套能源設施完成，及盡力減排減碳的前提

下，以燃氣發電量占比 50%及燃煤發電量占比 30%的能源配比為努力目標

[3]。政府並將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使 2017 年至 2025 年之能源密集

度與電力密集度年均改善為 2.4%與 2%。另透過相關國際能源展望資訊之

蒐集與分析，可瞭解國際能源市場脈動並掌握各項不確定因素，提供我國在

能源轉型過程中政策制定之參酌，同時亦可借鑒國際先進國家之經驗，進行

先期技術佈建與政策推動落實並定期滾動檢討，以朝低碳永續的能源未來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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