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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研究报告》讲述了能源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持
续快速发展，能源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凸显，而能源利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如何
评价能源利用效率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不仅代表着对以往能源利用效果的评判，更是对未来能源
利用的一种指导。以大系统的观点来看，能源利用涉及能源、经济和环境各个子系统，因此，对能源
利用效率的评价也必须在能源一经济一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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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 必须在能源一经济一环境系统下考虑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注的焦点。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
产国和消费国，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确立，能源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然而，与此同时，能源短缺和与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两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
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为100），
可以得到1978～2007年中国GDP指数曲线图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迅速
，2007年国民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15倍。 伴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也大幅度增
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可以得到1978～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曲线图1．2。可以看出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1．44百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07年的2655． 83百万吨标准煤，增幅较
大。 但是，我国目前却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能源短缺的局面，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那
么，要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就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我国能源效
率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先简单地以万元GDP能源消费量来衡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
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可以得到我国1980～2007年万元GDP能源消费量曲线，如图1．3。可以清楚
地看到，1980年以来，我国能源效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逐渐改善的趋势。万元GDP能源消费量总
体呈现下降趋势，2002年比1991年下降了近一半。但从2003年开始，我国万元GDP能源消费量出现上
升态势，虽然涨幅不大，但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导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量较大。 我国能源
消费量的迅速增加导致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如图1．4。尤其是从2000年以后，我国人均C02排放量的增
长速度明显加快，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环境压力的增大，反过来影响了经济
的发展。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颁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118亿元，为当年GDP的3．05％。近年来，国家投入
的环境治理费用迅速增加。根据国家公布的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1～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
治理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投入的环境治理费用是1981年的135倍，参见表1．1。 （2）中国能源消费
趋势 中国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量也持续增长，可见图1．2。而从能源消费比重来看
，第一产业能源消费保持较低的比重；第二产业占有绝对比重，其中工业用能超过70％；第三产业的
能源消费比重较低，但增长较快，从1993年的6．46％增长到2007年的10．02％；生活用能所占比重也
较高，超过10％。各产业能源消费比重的变化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相关的。 （3）中国能源强度
的变化趋势 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趋势决定了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而三次产业的结构
变化也决定了中国三次产业能源强度的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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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研究报告》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系统指数、经济系统指数和环境系统指数3个一
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的能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优化能
源利用、提升能源经济效益、减少和消除与能源相关的环境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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