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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之殇之二：美国 LNG能否救欧洲？ 
 
俄罗斯天然气断供风险加速累积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推出的“天然气马歇尔计
划”，能否拯救欧洲摆脱对俄依赖、乃至走出能源之殇？本文分析，供您参考。 

 

 一问：对于欧洲而言，美国 LNG 能否替代俄罗斯天然气？需更多气源 

美国新增 LNG 供应难填俄罗斯供应缺口，欧洲还需寻求更多天然气供应，或扭
曲市场结构。俄罗斯天然气断供风险加速累积下，美国宣布年内将向欧盟新增
150 亿立方米 LNG。不过，为了填补超 500 亿立方米的缺口，欧盟还必须向卡塔
尔等其他卖家进口更多的 LNG。由于 LNG 多采用长协、现货占比小，欧盟 LNG
进口量的大幅提升，势必会带来全球供应存量的结构性转移、进而推升价格。 

即便寻找到足够多的气源，欧盟 LNG 基础设施区域分化，或使得实际供气分配
面临极大挑战。目前来看，欧盟 LNG 接收站的总闲臵容量约为 700 亿立方米，
总量上有空间填补俄罗斯天然气造成的 500 亿立方米缺口。不过，欧盟内部的
LNG 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叠加天然气自给率差异较大，实际调配或面临极大挑
战。以德国为例，因缺乏 LNG 的基础设施，德国或需从其他成员国调入 LNG。 

 二问：美国是否如期增加供应，实现对欧承诺？生产、运输皆有瓶颈 

无论是生产或出口，美国 LNG 的实际增量空间都相对有限，更有可能是对存量
的再分配、推升价格。美国油气厂商的资本开支意愿持续低迷，导致天然气钻井
量增长缓慢，未来增产力度或将明显受限。即便有能力生产，美国 LNG 的液化
能力几乎打满，且短期增长空间也十分有限。这意味着，欧盟自美国的新增 LNG
进口，实际上更可能是与亚太地区竞争存量进口份额，或将进一步推升价格。 

全球 LNG 运力趋于饱和、增量有限，叠加欧盟配套泊位欠缺，美国 LNG 等注定
也难解欧洲年内能源之殇。目前来看，全球 LNG 运输船数量达到 621 艘，总运
力不足 600 亿立方米、且几乎没有闲臵。全球造船厂投资低迷的背景下，LNG
运力短期增幅或相对有限。再考虑到欧盟大型 LNG 运输船泊位的缺口高达 30 个
以上、建设周期至少为 4 年，即使扩大 LNG 进口或也难解欧洲年内能源之殇。 

 三问：缺气背景下，欧洲可否用煤炭等其他能源代替？面临三大约束 

首先，欧洲重启煤电有悖于碳减排的长期目标；其次，欧洲煤炭也难以摆脱对俄
罗斯供应的依赖。虽然同为化石能源，但煤炭清洁性远不及天然气。欧洲加速推
进碳减排下，重启煤电无疑是“开倒车”。退一步讲，即使欧盟部分经济体重启
煤电，以作为替代天然气的权宜之计，但依然难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数
据显示，与天然气类似，欧盟接近 50%的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难寻替代卖家。 

更大的约束在于，传统能源供给受限是共性问题、都难寻替代品，价格同步高企
或将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常态。不仅仅是天然气、煤炭，传统能源产能不足乃
大势所趋。再考虑到储能尚未大规模普及，绿色能源高波动注定也难以缓解，或
使得能源价格等同步高企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常态。对于欧洲等能源体系脆弱
的经济体而言，能源之殇的持续时长或超预期，并带来显著的中长期通胀风险。 

 

风险提示：俄乌战争影响、持续时长超预期；全球碳减排推进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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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度专题：美国 LNG 能否救欧洲？ 

俄罗斯天然气断供风险加速累积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推出的“天然气马歇
尔计划”，能否拯救欧洲摆脱对俄依赖、乃至走出能源之殇？供您参考。  

 

一问：对于欧洲而言，美国 LNG 能否完全替代俄罗斯天然气？需更多气源 

俄罗斯天然气断供风险加速累积下，美国宣布年内将向欧盟额外提供 15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看似很多、实际仅相当于俄罗斯对欧出口的 1/10。近期，
俄罗斯屡屡向欧盟发出“断气”警告。为了帮助盟友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
依赖，美国宣布年内将向欧盟额外提供 15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同
时还将联手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过，与俄罗斯对欧盟超过
15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出口量相比，美国新增的 150 亿立方米供应量（用气
态折算，下同1），对于解决欧盟能源困境而言仅仅相当于“杯水车薪”。 

图表 1：欧洲大约 4 成天然气依赖俄罗斯管道进口  图表 2：往年俄罗斯一般对欧出口超过 1500 亿方天然气 

 

 

 

来源：BP、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BP、国金证券研究所 

 

美国 LNG 难填俄天然气缺口的背景下，欧盟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去向
卡塔尔等寻求更多的 LNG 供应，或扰乱供应秩序。最新测算显示，欧洲面临
的天然气缺口超过 500 亿立方米，美国 LNG 的增量显然难以填补这一缺口。
首先，欧盟考虑从邻近的挪威增购管道天然气，但实际效果并不突出。最为可
行的方法是，欧盟加大对卡塔尔等其他 LNG 卖家的进口。不过，考虑到全球
LNG 市场约 70%采用长协，可供直接出售的现货仅占 30%左右。欧盟 LNG 进
口量的大幅提升，势必会带来全球供应存量的结构性转移、进而推升价格。 

图表 3：2022 年欧盟自挪威管道天然气进口量明显上升  图表 4：2022 欧盟 LNG 进口量明显上升 

 

 

 
来源：EUROSTAT、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EUROSTAT、国金证券研究所 

                                                                 
1
 液化天然气的体积约为同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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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欧盟 LNG 的进口来源国  图表 6：全球 LNG 的主要进口国 

 

 

 

来源：BP、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BP、国金证券研究所 

 

即便有足够的气源，欧盟内部 LNG 基础设施分化，或使得实际供气分配
面临极大挑战。从总量来看，欧盟天然气库存处于近年来最低水平，整体利用
率不足 30%。进一步来看，欧盟 LNG 接收站的总闲臵容量约为 700 亿立方米，
总量上可以容纳更多的 LNG、填补俄罗斯天然气造成的 500 亿立方米缺口。不
过，欧盟内部的 LNG 基础设施分布不够均衡，叠加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天然气自
给率差异较大，面临着极大的调配难题。以德国为例，由于常年依赖俄罗斯管
道气，德国缺乏接收 LNG 的基础设施，或需要从欧盟其他成员国调入 LNG。 

图表 7：2022 年欧盟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正常水平  图表 8：2022 年欧盟天然气库存利用率下滑至不足 3 成 

 

 

 
来源：AGSI、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AGSI、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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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欧盟 LNG 接收站闲臵容量约为 700 亿立方米  图表 10：德国等部分欧洲国家的 LNG 基础设施匮乏 

 

 

 
来源：AGSI、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AGSI、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问：美国是否如期增加供应，实现对欧承诺？生产、运输皆有瓶颈 

美国油气厂商资本开支低企的背景下，天然气的实际增产力度存在极大不
确定性。美国页岩革命后，逐步形成了以页岩气为主的天然气生产结构。美国
页岩气与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需要持续性的资本投入。但疫情
爆发以来，尽然油气价格一路上涨，美国油气厂商的资本开支意愿持续低迷，
导致天然气钻井量缓慢增加，意味着未来增产力度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图表 11：美国油气厂商资本开支意愿不足  图表 12：美国天然气钻井数增长缓慢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即便有能力生产，美国油气厂商的出口能力也很有限，唯一能做的就是转
移出口方向，即将对亚太出口转向欧洲。一方面，美国出口的天然气中，对加
拿大、墨西哥等邻国采取管道运输、价格较低，其余主要以 LNG 出口、价格较
高。2020 年数据显示，欧洲、亚太几乎平分了美国 600 亿立方米的 LNG 出口。
考虑到美国当前的 LNG 液化能力约 3.7 亿立方米/天、产能几乎打满，年内可
能提升至 3.9 亿立方米、升幅很有限。这意味着，欧盟自美国的新增 LNG 进口，
实际上更可能是与亚太地区竞争存量进口份额，或将进一步推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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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美国 LNG 出口中，欧洲、亚太平分秋色  图表 14：欧洲与亚太竞争 LNG，或需付出高价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美国 LNG 液化能力几乎打满  图表 16：美国 LNG 最大液化能力短期提升或有限 

 

 

 
来源：EIA、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EIA、国金证券研究所 

 

全球 LNG 运输船运力趋于饱和、增量有限，叠加欧盟配套设施欠缺，注
定美国 LNG 等也难解欧洲年内能源之殇。与管道天然气不同，LNG 贸易一般
通过专用运输船进行。目前来看，全球 LNG 运输船数量达到 621 艘，总运力
不足 600 亿立方米、且运力接近饱和。全球造船厂投资低迷下，LNG 运力短期
增幅或相对有限。再考虑到欧盟大型 LNG 运输船专用泊位的缺口高达 30 个以
上、建设周期需要 4-7 年，扩大 LNG 进口或也难解欧洲年内能源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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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全球 LNG 运输船运力趋于饱和、新增运力或有限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问：缺气背景下，欧洲可否用煤炭等其他能源代替？面临三大约束 

第一大约束：欧洲碳减排乃大势所趋，重启煤电等有悖于长期目标。部分
观点认为，作为与天然气用途高度相似的化石能源，煤炭有望成为缓解欧洲能
源之殇的备选答案。但问题在于，欧洲加速推进碳减排的背景下，重启煤电无
疑于“开倒车”。虽然同为化石能源，但煤炭单位碳排放量比天然气高出 50%
以上，再考虑到硫单质等杂质的存在，煤炭的环保性远不及天然气。 

图表 18： 2021 年，欧盟和美国均公布了更加激进的碳减排目标 

经济体  日期  计划  

美国 

2021/04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50-52%，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16/04 2025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26-28%。 

2009/11 奥巴马总统承诺，2020 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17%。 

欧盟 

2021/04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至少减 55%，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18/11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07/01 202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至少减 20%。 

英国 

2021/04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78%。 

2020/12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68%，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10/12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60%。 
 

来源：人民日报、EU、White House、“2021 年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9：欧洲煤炭发电占比逐步下滑   图表 20：天然气较煤炭更为清洁 

 

 

 
来源：EU、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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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约束：与天然气一样，欧洲煤炭也高度依赖俄罗斯供应，难以找到
替代“卖家”、填补缺口。退一步讲，即使欧盟部分经济体计划重启煤电，作为
替代天然气的权宜之计，但依然难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数据显示，与
天然气类似，欧盟接近 50%的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换言之，欧洲若想从澳大
利亚进口更多煤炭，势必会扰乱全球供应秩序、加剧涨价压力。 

图表 21：欧盟接近 50%的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  图表 22：由于供需极度失衡，欧洲煤炭库存降至低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EUROSTAT、国金证券研究所 

 

第三大约束：传统能源供给受限是共性问题、都难寻替代品，价格同步高
企或将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常态。海外煤价的惊人涨幅，反映煤炭供需矛盾
不亚于天然气。站在能源转型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天然气、煤炭，原油等其
他传统能源新增产能不足乃大势所趋。再考虑到储能尚未大规模普及，绿色能
源高波动注定也难以缓解，或使得能源价格等同步高企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
常态。对于欧洲等能源体系脆弱的经济体而言，能源之殇的持续时长或超预期，
并带来显著的中长期通胀风险。 

图表 23：海外煤炭价格涨势惊人  图表 24：原油等其他传统能源的新增产能也明显不足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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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绿色能源供给极不不稳定  图表 26：欧洲碳排放权价格持续上涨暗示长期通胀风险 

 

 

 
来源：EUROSTAT、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EUROSTAT、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美国新增 LNG 供应难填俄罗斯供应缺口，欧洲还需寻求更多天然气供应，
或扭曲市场结构。即便寻找到足够多的气源，欧盟 LNG 基础设施区域分化，
或使得实际供气分配面临极大挑战。 

 无论是生产或出口，美国 LNG 的实际增量空间都相对有限，更有可能是对
存量的再分配、推升价格。全球 LNG 运力趋于饱和、增量有限，叠加欧盟
配套泊位欠缺，美国 LNG 等注定也难解欧洲年内能源之殇。 

 缺气背景下，欧洲重启煤电有悖于碳减排的长期目标；其次，欧洲煤炭也
难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更大的约束在于，传统能源供给受限是共
性问题，价格同步高企或将演变为能源转型期的新常态。 

 

2、数据跟踪：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 弱于预期，欧元区 CPI 创新高 

2.1、美国经济跟踪：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 弱于预期，就业维持强劲 

 2.1.1、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 不及预期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美国公布 3 月 ISM制造业 PMI数据。其中，
美国 3 月 ISM制造业 PMI录得 57.1%，低于预期 59%、前值 58.6%，创 2020 
年 9 月以来新低。与历史同期相比，57.1%的增幅看似不低，但 1.5 个百分点
的环比变幅明显低于历史同期均值，仅仅好于 2019 年同期。 

图表 27：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不及预期  图表 28：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超季节性走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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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项中，新订单指数 53.8%，较前值下滑 7.9 个百分点，创 2020 年 5
月来新低；产出指数 54.5%，较前值下滑 4 个百分点，同样创 2020 年 5 月来
新低；供应商交付指数 66.1%，较前值下滑 0.7 个百分点，不过依然处于高位。
与此同时，物价指数 87.1%，较前值上升 11.5 个百分点，创 2020 年最大增幅；
就业指数 56.3%，较前值上升 3.4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领先指标新订单、同
步指标产出指数双双疲软，反映经济需求有走弱迹象。 

图表 29：美国制造业 PMI新订单、产出指数明显回落  图表 30：美国制造业 PMI主要分项连续高于荣枯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1：PMI新订单、产出指数下滑，就业指数上升  图表 32：PMI物价指数大幅上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多个核心指标超季节性回落，指向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隐忧、需持续观
察。尽管绝对值水平依然高企，但从环比变化的季节性规律来看，3 月新订单
指数、产出指数环比大幅下滑，环比增速远低于平均历史增幅，主要由价格压
力下的需求放缓所致；3 月就业指数大幅上涨，除了劳动力短缺缓解之外，季
节性上涨对就业指数的影响较大；3 月物价指数大幅上涨，远超历史同期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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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新订单超季节性走弱  图表 34：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产出超季节性走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5：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就业超季节性回升  图表 36：美国 3 月 PMI供应商交付超季节性走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7：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自有库存超季节性上升  图表 38：美国 3 月制造业 PMI物价指数超季节性上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1.2、美国 3 月非农数据依然强劲，失业率创 2 年来新低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美国公布 3 月非农就业报告。具体来看，3
月非农新增就业 43.1 万人，低于预期的 47.8 万人、前值的 67.8 万人；3 月失
业率为 3.6%，低于预期的 3.8%，创近 2 年以来新低；3 月劳动力参与率为
62.4%，持平预期，高于前值。工时与薪资方面，3 月平均每周工时小幅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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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小时，低于预期的 34.7 小时；3 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速 0.4%，持平
预期 0.4%，高于前值 0%。 

图表 39：非农新增就业人口连续 11 个月超 40 万人  图表 40：美国 3 月失业率 3.6%，劳动力参与率 62%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维持高位，主因疫后场景修复等。3 月服务业新增就业
人数显著提升，其中休闲和酒店行业新增就业岗位 11.2 万人，专业和商业服务
新增就业岗位 10.2 万人；平均每周工时小幅降至 34.6 小时，低于预期的 34.7
小时。随着疫后就业场景迎来显著修复，休闲酒店业、教育保健业等病毒暴露
风险较高的行业，就业加速改善。 

图表 41：美国 3 月服务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  图表 42：美国 3 月每周工时小幅降至 34.6 小时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职位空缺率上行、工资大幅上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依然紧张。数据显示，
当前美国每个失业工人大约有 1.9 个职位空缺，远高于历史水平。在劳动力市
场高度紧张的背景之下，3 月份非农部门平均时薪同比增速达到 5.6%，创下
07 年以来新高。当前，职位空缺率与不同行业的 12 个月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指向美国劳动力市场当前仍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薪
资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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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美国职位空缺率续创新高  图表 44：美国薪资增速与职位空缺率相关性较强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1.3、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差于预期，EIA原油库存维持去化态势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美国公布 3 月 26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和 3
月 25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数据。其中，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0.2 万人，差
于预期的 19.6 万人、前值的 18.8 万人。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化值为减少
344.9 万桶，预期值为减少 102.2 万桶，前值为减少 250.8 万桶。 

图表 45：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差于预期  图表 46：当周，美国 EIA 原油库存维持去化态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2、欧洲经济跟踪：欧元区 3月 PMI 指数环比走弱，通胀续创新高 

 2.2.1、欧元区 3 月 PMI 指数环比走弱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欧盟公布 3 月 PMI数据。其中，综合 PMI录
得 54.5%，高于预期 53.8%，低于前值 55.5%；制造业 PMI 录得 57%，高于
预期 56%，低于前值 58.7%；服务业 PMI为 54.8%，低于前值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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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7：欧元区 3 月 PMI环比走低  图表 48：欧元区 3 月制造业 PMI高于历史同期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2.2、欧元区 3 月通胀续创新高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欧盟公布 3 月欧元区 CPI 数据。欧元区 3 月
CPI 同比增速为 7.5%，续创历史新高，远超预期的 6.7%及前值的 5.8%。3 月
核心 CPI同比录得 3%，低于预期的 3.1%，高于前值的 2.7%。 

图表 49：欧元区 3 月 CPI环比继续上行  图表 50：欧元区 3 月 CPI同比续创历史新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2.3、德国 3 月 PMI 明显回落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德国公布 3 月 PMI数据。其中，综合 PMI录
得 54.6%，低于前值 55.6%；服务业 PMI 录得 55%，低于前值 55.8%；制造
业 PMI录得 56.9%，低于前值 58.4%，为 3 个月来低点。 

图表 51：德国 3 月 PMI环比走低  图表 52：德国 3 月制造业 PMI高于历史同期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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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德国 3 月 CPI 同比创 40 年新高 

当周（3 月 28 日-4 月 1 日），德国公布 3 月 CPI数据。德国 3 月 CPI同比
增速录得 7.3%，远高于预期 6.2%，前值 5.1%。CPI 环比录得 2.5%，创历史
新高，远高于预期 1.6%，前值为 0.9%。主要原因是俄乌冲突升温导致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并进一步抬升了德国的物价水平。 

图表 53：德国 3 月 CPI持续飙升  图表 54：德国 3 月 CPI同比创 40 年新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3、重点关注：美联储 3月议息会议纪要 

图表 55：下周海外重点数据发布日期情况 

经济体  日期  经济指标  期间  预期  前值  

美国 

4/4 耐用品订单环比终值 2 月 -2.2% -2.2% 

4/5 

贸易帐(亿美元) 2 月 -889 -897 

ISM非制造业 PMI 3 月 58.3% 56.5% 

美联储布雷纳德(永久票委)讲话  - - - 

4/6 

当周 EIA原油库存变动(万桶) 4 月 1 日当周  -344.9 

美联储威廉姆斯(永久票委)讲话 - - - 

美联储哈克(2022 年票委)讲话 - - - 

4/7 

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人) 4 月 2 日当周  20.2 

美联储公布 3 月议息会议纪要  - - - 

美联储布拉德（2022 年票委）讲话 - - - 

4/8 

批发库存环比终值 2 月  2.1% 

美联储埃文斯(2023 年票委)讲话 - - - 

美联储博斯蒂克(2024 年票委)讲话 - - - 

欧元区 
4/5 综合 PMI 终值 3 月  54.5% 

4/7 欧央行公布 3 月议息会议纪要 - - - 

德国 4/5 综合 PMI 终值 3 月  54.6% 

英国 4/5 综合 PMI 终值 3 月  59.7%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俄乌战争影响、持续时长超预期。俄乌双方陷入持久战，美欧对俄制裁力

度只增不减，俄罗斯采取强力反制。 

2、全球碳减排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全球碳减排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对绿色能

源的投资力度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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