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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能源风云、世界眼光、家国情怀”
——“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安全”专辑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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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资源分

布不均和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能源配置过程的全球化。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传统能源

仍然是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焦点，同时新能源的地缘属性也已开始凸显，全球能源

配置及能源地缘政治经济问题愈加复杂。一方面，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世界主体能源，

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依赖。2018 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接近

60%。然而，世界油气富庶之地多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中东等世界油气主产区的

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同时美国凭借页岩气革命实现了能源独立目标，极大地拓展了

其全球霸权与能源博弈的战略空间。围绕油气已经持续百年的地缘政治博弈日益复杂。

另一方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为技术与经济可行的选择，在全球气候变化

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体系将持续向低碳方向转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 2019年的报告

《新世界：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中指出，正如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塑造了过去两

个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样，能源转型将改变全球权力结构与国际关系，也将改变冲突

风险及地缘政治动荡的驱动因素。已影响世界超过百年的油气地缘政治亦将发生根本性

变化，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能源大变局之中。

这些新形势对世界能源地理的科学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影响深远。传统上

对化石能源地理分布、国际贸易和海运通道等方面的研究已难以满足对新时代能源地缘

政治与能源安全的科学认知。全球能源转型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全球化时代跨国能源资

本与国际能源投资、全球能源生产网络、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等加剧了能源地缘政治的多

元化、复杂化和网络化。地理学要素、空间及其关系研究对于深刻理解和剖析能源地缘

政治具有独特的学科视角。然而，稍显遗憾的是，新时代能源地缘政治学仍然缺乏一套

逻辑体系完备、理论解释力强的理论框架与技术方法体系。在此背景下，世界能源地理

研究的重要性、战略性和紧迫性也因此愈发凸显，加强对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开展新

时代的世界能源地理理论与方法技术体系创新，系统剖析新时代世界能源地理格局、变

化过程、规律和机制，对于深刻理解能源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科学认识全球化

的资源配置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国家战略需求方面，提出我国能源安全风险防

控措施，提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可行路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能源地缘政治学与

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支持下，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宇研究

员与华东师范大学刘承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崔守军教授联合《自然资源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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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了“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安全”论坛，并得到了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

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2019年 12月 21日至 12月 22日来自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网能源研究院、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发展

组织等25家单位学者，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针对世界能源地理的

科学问题和重点方向展开深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院长刘毅研究员、中国地

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杜德斌教授、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金凤君研究员、

政治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云刚教授、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理论与方法委员会主任

陆锋研究员、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熊巨华研究员等作为特邀嘉宾对相关议题和学

术报告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为将论坛成果进一步推广，并促成学界同仁广泛讨论，《自然资源学报》编辑部委托

杨宇研究员、刘承良教授和崔守军教授作为召集人，组织“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安全”

专辑。本专辑共有 18篇文章，包括 17篇涉及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能源流动与网

络、能源经济与环境、区域能源地理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及1篇以世界能源百年变局

与国家能源安全为主题的专家访谈。

世界能源地缘博弈形势日趋复杂，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专辑围

绕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安全，重点讨论能源地缘政治领域的理论创新、全球能源安全、

中美能源权力、中国原油安全与天然气安全等内容。其中，《论地缘能权》聚焦新时代能

源地缘政治的理论创新，探讨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地缘能权的概念

和基本理论内涵，构建了地理分布、能源流动、行为体和能源治理的地理学研究范式，

为深刻理解全球能源配置过程提供了理论思考；《重大技术变革与能源地缘政治转型》从

能源转型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探讨了建立起技术变革与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

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

及均势区变化；《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演变与地缘博弈》揭示了全球124个国家能源安全

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主要形成机制，并提出了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的博弈焦点；《中国

原油进口来源国供应安全的定量评估》采用事件数据测度中国与主要原油进口来源国的

双边关系，评估了原油进口来源国的供应安全度；《国家天然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与应用》引入并修正了APERC能源安全“4A”分析框架，对主要天然气净进口国和净

出口国的天然气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

能源作为资源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源贸易、运输及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均因

流动而交织形成网络。专辑围绕能源流动与能源网络，重点关注了世界石油流动、隐含

能源流动、全球液化石油气运输网络等内容。其中，《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

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

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审视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

新；《中国跨境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对比——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例》以“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切入点，从直接能源贸易和隐含能源流动的双重角度刻画中国跨境

能源关联并开展对比研究；《全球液化石油气运输网络贸易社区特征及其演化分析》采用

复杂网络社区探测方法，基于全球液化石油气船舶轨迹大数据分析了液化天然气网络的

贸易社区特征及其演化趋势。

能源的生产、运输、贸易、投资、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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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同时能源密集型产业也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专辑围绕着能源经济与环境，重点

探讨中国油气消费、煤炭消费、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环境规制等内容。其中，《2050年中

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系统动力学模拟——基于重点行业的转型情景》基于重点行业部门的

政策情景模拟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油气消费需求及其

对外依存情况；《基于供需视角的中国煤炭消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通过分别构建侧

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侧重需求侧分析的 IO-SDA模型，以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

变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外援助能促进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

据》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

直接投资决策进行计量检验；《公众环境关注、环境规制与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基

于百度指数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环境压力划分为公

众环境关注、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正式环境规制，采用Logit模型综合探讨了环境压力对能

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影响。

除了全球尺度、国家尺度的能源配置过程研究，专辑还涉及了降尺度的区域能源地

理研究，重点关注国内省级或市级尺度的清洁能源供暖、城市去煤炭化、成品油一次配

送、家庭能源消费等内容。其中，《关中地区清洁能源供暖综合效益评价——西安某商业

建筑的案例实证》以多能互补的供暖方案为评价对象，利用AHP-POS灰色关联度模型定

量评价西安市商业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方案综合效益及子系统的影响；《中石化江苏成品油

一次配送空间格局与优化》从配置效益和空间结构视角出发，解析了成品油一次配送空

间格局与优化配置情况；《北京城市去煤炭化过程及其驱动因素解析》分析了北京市

1995—2017年煤炭消费动态变化过程，并利用LMDI方法对2005—2017年的煤炭消费进

行分解；《青藏高原东北部土族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基于青海省100户土族家庭的实地调

研，从收入水平分组视角考察其能源消费特征，分析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的环境效应，并

构建物质流模型予以可视化分析。

能源问题引起了各界与各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专家访谈”部分的《世界能源百年

变局与国家能源安全》是主持人与9位学界或业界访谈嘉宾的问答记录，专家们分别围

绕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全球能源治理模式、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全球能源地

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世界能源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不平等地理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全

球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下的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全球能

源供需格局变化、未来能源地理学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研究方向等一系列内容发表观点。

总体来讲，世界能源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对国家能源安全、全球能源贸易、国

际能源合作、能源治理体系等方面影响深远。本期专辑的18篇文章从多种角度较为高质

量地进行了能源地理研究，既有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也包括多种定量方法的分析，广

泛探讨了新时代能源地理学的各类关键议题，有利于助推世界能源地理和国家安全领域

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同时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希望本专辑的出版，能够向读

者多角度展示中国能源地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期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激发更多

能源地理学领域的创新性成果出现。

“百年变局、能源风云、世界眼光、家国情怀”，期待更多的各界、各学科同仁广泛

参与思考与讨论，勠力同心，共同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世界能源地理的理论与实践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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