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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图谋、影响与应对 

 

     特朗普大力发展化石能源的政策，不仅出于兑现竞选承诺，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

增长，而且旨在加速美国能源独立，提升美国能源主导权。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和特朗普能源

政策，将重塑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影响全球油气定价机制和油气资源国的地缘政治。中国既

应以中美能源贸易快速发展为契机，推进双方在油气、清洁煤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与投

资合作，又应做好应急预案，防范中东等油气资源国政局动荡引发的能源供应中断风险。 

一、 特朗普大力发展能源产业的战略图谋 

特朗普政府大力发展化石能源产业，具有多重战略考量：一是利用美国油气资源富集的

优势，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度，扩大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出口，提升能源主导权；二是增加化石

能源行业的就业岗位，获取选民支持；三是维护共和党保守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四是降低

国内能源使用成本，吸引美国大企业回流，促进美国再工业化；五是削减新能源财政补贴，

降低财政负担。 

    首先，加速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是特朗普能源政策

的首要目标。相对于美国历届政府，特朗普的“能源独立”内涵已有明显变化：一是通过发

展化石能源而非可再生能源来降低对国外能源依赖度，降低能源使用成本，增加国内就业并

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减少对中东国家油气进口的依存度。在能源独立的基础上，特朗普又提

出了“能源主导”的目标，期望利用美国的能源禀赋优势，强化对全球能源的领导权，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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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打造成为美国经济霸权的一个新支柱，通过扩大油气、煤炭和可再生能源的出口获取新的

财富和权力。 

    第二，兑现竞选承诺，创造就业机会。创造就业机会是特朗普竞选和执政的优先议题，

创造就业就是赢取选票。奥巴马的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导致美国 8.3 万名煤炭工人失业，目前

全美的煤炭工人总数不足 7 万人，特朗普多次表达了对煤炭工人大面积失业的同情，发誓采

取多项举措“结束奥巴马对煤炭的战争”。特朗普许诺振兴煤炭产业，支持煤炭的清洁开发

利用，显然有谋求煤炭工人支持的政治考虑。特朗普政府相信，放宽化石能源发展的限制措

施，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未来七年内，预计美国每年多创造 1000 亿

美元的 GDP 和 50 万个工业岗位，工人收入将逐年增长 300 亿美元。 

    第三，迎合共和党保守派集团在化石能源领域的利益诉求。美国共和党向来代表化石

能源行业利益，且不愿承认气候变化。特朗普政府中的多位阁僚普遍怀疑并漠视气候变化，

具有油气行业的长期从业背景，利益关联网络决定了其对化石能源企业的利益诉求极为敏感，

倾向于出台促进化石能源发展的政策。 

第四，降低能源使用成本，促进美国的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美国新能源的使用成

本远高于化石能源与核能，光伏与天然气的毛发电成本相差近 5 倍。能源价格上涨，将导致

居民的日常生活支出和交通成本上升，企业日常运营成本增加，将削弱居民增加消费和企业

扩大投资的能力。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将会部分抵消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效果，不利于吸引

美国吸引大企业回流和再工业化。 

第五，削减新能源的补贴成本，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奥巴马清洁能源政策的一个负面

效应是，政府给予新能源的财政补贴成本过高。新能源行业得到了远多于常规能源的补贴，

单位发电补贴是常规能源的数百倍，其中太阳能的单位发电补贴是煤炭的 375 倍。在减税和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背景下，特朗普大幅削减新能源发展补贴，将有助于减轻美国的财政负

担。 

二、 特朗普能源政策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 

    特朗普大力发展化石能源的政策，将推动美国油气产量的爆发性增长，重塑全球能源供

应格局，冲击现有油气定价机制，提升美国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主导权，引发国际

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 

    第一，重塑世界能源供需版图，改变现有的国际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页岩油气革命

和特朗普能源政策将加快全球油气供应中心的西移，波斯湾、北非、里海和西伯利亚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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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油气供应地带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以美国的页岩油气、加拿大的油砂和委内瑞拉的超重

油为主的非常规油气供应带迅速崛起，导致全球能源格局重组，引发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美

国油气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和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大幅下降，将减轻美国对中东等不稳定能源供

应地的依赖度，对中东地区冲突的介入和管控的兴趣下降。为部分填补美国退却遗留下来的

空白，争夺区域主导权，沙特、伊朗等大国之间的竞争将趋于激化，这将引发中东地区的政

治动荡。 

    第二，提升美国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战略博弈中的主导权。能源具有强烈的政治和金

融属性，能源独立将使美国在制定国际政治和金融领域的政策更为游刃有余，地缘政治博弈

主动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美国的能源增产和出口已经对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等国产生了严重

冲击。而且，凭借非常规油气资源优势，美国有能力将能源供应当成一项贸易政策工具或地

缘政治武器，如美国利用低油价对沙特、俄罗斯进行打压。美国对欧洲的油气供应的大幅增

加，将增强美国对欧洲经贸谈判的话语权，减轻欧洲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度，削弱俄罗

斯利用能源垄断作为战略手段对欧洲施加影响的能力。 

  第三，冲击国际油气市场现有定价模式。长期以来，国际油价长期受欧佩克的控制，

美国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只能通过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联合沙特诸国增产等手段来平抑油价。

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成为与沙特同等重要的产油机动国，美国也可以通过调整油气的产量

和出口来影响国际油价。二者主要差异在于决策机制，沙特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调整产量，

而美国的调整方式更为市场化，众多油气企业根据油价的涨落来调整产量。同时，美国 LNG

的出口将导致北美地区天然气供应大增，加快北美、欧洲、亚太三大天然气中心定价机制的

调整。与亚太和欧洲的天然气贸易多与油价挂钩、倾向于长期合同不同，美国天然气市场是

现货市场，一般为短期合同，且不与油价挂钩。美国 LNG的出口扩张性必将改变现有的全球

天然气市场格局，减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天然气市场的价差。 

三、 特朗普能源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能源政策和美国能源独立的加速实现，对中国对外能源合作和维护能源安全而言，

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和出口的爆发性增长，有助

于促进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增强中国与油气资源国的谈判话语权。但与此同时，美国

介入中东事务的激励减弱，将可能引发中东地区的政局动荡，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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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机遇体现在：一是美国油气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将增加全球油气供给，中国在资

源国油气外销市场中的地位将会提升；二是中国从美国大量进口油气，降低对中东、俄罗斯

和中亚等地区的油气依赖度，实现进口渠道多元化；三是中国从美国大量进口现货 LNG，不

仅有助于改变亚太地区油气挂钩的天然气定价机制，缩小“亚洲溢价”，降低中国的天然气

进口成本，而且可缩短中国天然气进口合同的期限，有助于在冬季用气高峰时期弹性增加

LNG供应，避免“气荒”现象重演；四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度和关注度的下降，减

少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能源贸易投资合作的外部阻力和障碍。 

中国的挑战表现在：一是中东地区政治形势复杂，沙特、伊朗等区域内大国之间的矛盾

尖锐，美国降低对中东事务干预的兴趣，将引发区域内大国之间互相争夺主导权，导致中东

政局动荡，危及中国的油气供应渠道和国际运输通道的安全；二是美国的能源主导战略将成

为维护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中美深化能源合作构成障碍；三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构成障碍，不利于中美在碳排放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对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既应以中美能源贸易迅速发展为契机，

推进与美国在页岩油气、清洁煤、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和投资合作，又应警惕特朗普的能

源主导战略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和安全合作，

保障区域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 

    首先，中国应以中美能源贸易快速发展为契机，全方位推进双边能源合作，但应避免

对美国能源形成过度依赖。根据中美贸易谈判的初步结果，中国将大幅增加美国的原油、天

然气和煤炭的进口。中方可考虑以 WTI原油价格、亨利中心的天然气价格为基准价格，与美

方签署长期大额油、气购销协议，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资本投资其能源基础设施的限制，缓

解美国油气出口基础设施的不足。降低投资壁垒，促进双方在页岩油气、清洁煤和可再生能

源领域的投资与技术合作。中资企业可在非常规油气的上游勘探开采和下游炼化、清洁煤、

光伏和风电等领域，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作。中国应鼓励美国企业参与中国页岩油气田的勘

探开发，建立技术服务共享机制，以促进中国页岩油产业的发展。强化现有的中美能源合作

平台，如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清洁煤炭技术联盟、中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等，

深化双方能效合作。同时，我们应警惕中美能源合作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避免对

美国能源的进口和技术形成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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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中东、中亚、俄罗斯和拉美的能源合作，保障

区域能源安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国在油气贸易、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网互联

互通、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提升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进口稳定性，探索建立区域油

气定价机制，打造区域能源命运共同体。宜与伊朗、俄罗斯等资源国，探索开展油气贸易的

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效、清洁煤电、风电、光伏、核电、

水电等领域的技术、资金和装备合作，帮助沿线国家提高能效、改善电力供应、发展可再生

能源，以维持相对宽松的国际油气供应环境。 

最后，跟踪和预判区域政经形势的演变发展，提前谋划，防范能源供应和运输风险。

发挥作为全球大国的功能和角色，中国应积极推进政局动荡、军事对立和宗教冲突地区的和

解进程，维护全球能源供应和运输的安全。跟踪并预判区域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发展，如美

国退出伊核协议、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等，制定应急预案，防范油气供应中断风险。加强

与油气资源国、油气管网沿线国家和海上运输通道沿岸国家反恐合作，协助其提高应对反恐

怖袭击能力，共同维护能源供应地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建设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家

海上力量，逐步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能源运输通道的掌控力，深化与瓜达尔港、皎漂港、科

伦坡等能源运输通道重要节点港口的合作。完善油气战略制度，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油气储备，

协调好扩大战略油气储备与积极发展商业储备的关系。因地制宜建设天然气储气库，依托现

有 LNG接收站大力建设沿海 LNG储罐，做好城市天然气应急调峰需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

管理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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