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經濟、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外交等角度看國家的能源開發及能源貿易 

張希良 

 

1.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能源發展情況 

1.1 國家能源的開發概略 

1.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運用 

1.3 國家能源開發使用的情況   

1.4 國家能源體制改革的情況 

 

2. 中國能源開發面臨的問題 

    2.1 中國的中、長期社會發展目標 

2.2 能源限制問題 

2.3 能源效率問題 

2.4 能源開發公平性問題 

2.5 生態環境問題 

2.6 能源供應安全問題 

 

3. 中國能源開發的未來發展 

3.1 節能 

3.2 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問題 

3.3 中國的能源貿易和能源安全 



 

從經濟、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外交等角度看國家的能源開發及能源貿易 

張希良 

 
在最近兩年 G8+5 峰會上都有一個很重要的論題，就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或者說二氧化

碳的排放和減排問題。全球變暖主要是由於排放溫室氣體而造成溫室效應所引起，當中 80%
以上的溫室氣體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來源，主要是石化能源的消費，因此全球變暖

和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很大程度是使用能源的問題。只要我們要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實際

上就要減少消耗能源；然而此舉又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所以能源問題、環境問題和經濟

問題是密切相關的。 
 

1.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能源發展情況 
能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國的能源供應能力是在不斷增強的，從總量上來說，1949

年我國的能源供應能力非常低，到 2006 年，一次性能源生產總量已經是新中國成立初期的

94 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 3.5 倍。【投影片１】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非常重要的，它不僅

推動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促進思想觀念變化，也大大促進我國能源工業的發展。 
 

1.1 國家能源的開發概略 
 

 從煤炭產量而言，2006 年煤炭產量是新中國成立初期的 92 倍、改革開放初期的 3.9 倍，

這方面的變化也是非常驚人的。【投影片２】從石油供應能力上看，新中國成立時我們

根本就沒有發現石油，在國際上被稱作「貧油國」；但隨著勘探技術不斷進步，我們不

但發現石油，而且石油供應能力也得到提高，但仍不能和煤炭相比，這是受到我國油

氣資源的限制所致。不過在目前來看，它的發展狀況還是可喜的，石油產量是新中國

成立初期的 1,500 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 1.7 倍。【投影片３】從天然氣產量上看，2006
年天然氣的產量是新中國成立初期產量的 5,800 倍，是改革開放初的 4.3 倍，天然氣的

供應能力提高得很快。【投影片 4】 
 

 電力事業日新月異。1949 年我國電力裝機容量只有 0.02 億千瓦，到了 2006 年已經達

到 6.22 億千瓦，是新中國成立時期的 336 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 11 倍。【投影片５】

2006 年中國發電裝機容量達到 6.22 億千瓦，僅在 2006 年一年新增裝機容量為 1.14 億

千瓦，這跟法國接近，並超過加拿大、德國、英國、義大利、西班牙、韓國這些國家

現有裝機容量的總和。所以中國電力事業發展是非常迅速的。【投影片６】 
 
1.2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運用 
 

 小水電。小水電的裝機容量截至 2005 年底達到 3,800 萬千瓦。水電是爭議很大的問題，

有人認為它會破壞生態平衡及產生移民問題，特別是我國建設三峽大壩的時候，論點

紛陳，更是見仁見智。在農村和邊遠地區，拉大電網的成本可能很高，在這些地方發

展中小型水電，可以解決當地的用電問題。而且，小水電對當地生態的破壞很小，甚

至基本上沒有什麼影響，故在世界上發展小水電是沒有爭議的。中國現在的小水電裝

機容量達 3,800 萬千瓦，這放在世界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太陽能和核電。太陽能熱水器是我國的驕傲。我國現在不僅是太陽能熱水器的主要消

費國，太陽能熱水器的裝機容量達 8,000 萬平方米；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

生產國，佔全世界太陽能熱水器市場的 60%，包括日本、歐洲都進口中國的太陽能熱

水器，這是我國值得驕傲的地方。我國核電的裝機發展速度也是非常驚人，到 2005 年

底已經接近 700 萬千瓦。 
 

 沼氣，我國每年生產沼氣 80 億立方米。沼氣有兩種： 
 一種是大中型的沼氣，原料主要來自養雞場、養豬場、釀酒廠。它們每年產生很

多有機廢料，如果不處理會污染當地水源；但如果用一種厭氧發酵技術進行處理，

最終殘留物可以達到排放標準，而且過程中會產生一種沼氣，即是甲烷，它的成

分和天然氣基本相同，我國在這方面的技術發展是比較快的。 
 另一種是戶用沼氣，主要利用農民家中的原料製作。戶用沼氣不僅可以做飯，而

且處理後的殘留物是一種高品質的有機糞肥，能有效提高農田產量和降低病蟲

害。目前我國的戶用沼氣的推廣量在世界排名第一，值得欣慰。 
 
1.3 國家能源開發使用的情況 
 

 從能源的使用量而言，特別是新能源，如水電、風電、核電的比例在不斷提高，已經

從 80 年代的 4%提高到 7%。【投影片７】從技術水準來講，改革開放以來我國的能源

工業發展很快。我們的石油天然氣工業已經掌握了從勘探開發、工程設計、施工建設

到生產加工，形成比較完整的技術體系。特別是在採收率方面，我國發明了一次採油、

二次採油，甚至三次採油技術，這在國際上都是領先的。 
 

 我國煤炭資源最豐富、以煤為主。我國在大型煤礦開發和管理方面也是世界領先的，

一些大型重點煤礦機械化率穩步提高，從 1990 年的 65.1%發展到 2005 年的 82.7%，機

械化採礦程度非常高。當然我國家也有部份小煤礦經常出現事故，導致人員傷亡，這

些在內地及港的電視和報紙都有報導。 
 

 我國電力工業體系也發生質的變化。1978 年只有 5 萬千瓦和 10 萬千瓦的主力機組，現

時已發展至主力為 60 萬千瓦的機組。機組大小和發電效率有關，小機組效率低，而且

排放大，難以控制；而大機組則效率高，污染物的排放也比較容易控制。現時一些百

萬千瓦超臨界及核電機組，正成為我國新一代主力機組。由於其他國家總的裝機容量

發展較為緩慢，新增裝機容量幾乎都在我國，只有我國才有能力採用新技術。例如三

峽左岸最後一台機組效率達到 85%。不僅是發電，輸配線也是很關鍵的技術。我國在

500 千伏直流電輸電設備方面實現國產化，750 千伏示範工程也已經建成投運。在電力

方面，我國也取得很大進步。 
 
1.4 國家能源體制改革的情況 
 

 電力體制的改革。目前已經實現政企分開、廠網分開。過去電力企業由政府所有，完

全受政府控制；現時政府不再直接過問電力企業的事務，完全由企業獨立管理，政企

分開。過去發電廠和發電網是一家，發多少電，電價定多高，完全由它決定，這造成

高度壟斷，不能形成有效競爭。廠網分開後，電網公司和發電公司分開，現時我國已



經成立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公司，發電廠也成立了華能等大型電力公司，大家競

價上網，從而打破壟斷，提高效率。 
 

 煤炭工業體制改革。煤炭生產和銷售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政府不再決定價格，完全

由市場來運作，市場化程度非常高。 
 

 石油體制改革。我國已經建立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大型國有石油企業，彼此既

有分工又形成競爭，這在打破壟斷方面有很大改善。 
 

 能源價格改革。過去只有一個價格而且都由電力公司決定，這種做法不管是從環保還

是節能的角度來看，都是不合理的。現時我國已經逐步完善峰谷電價、豐枯電價和差

別電價等方法，通過這些浮動的電價政策來達到減少能源消費的目的。峰谷電價是指

在用電高峰期和低谷期採用不同的電價；豐枯電價是指豐水期和枯水期採用不同的電

價；差別電價是指根據用電量多少來決定電價高低。 
 

 能源立法明顯加強。我國相繼推出《電力法》、《煤炭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

源法》。其中《可再生能源法》立法所用時間非常短，從起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前後只用了兩年時間。這是由於我國的環境問題、資源短缺問題非常嚴峻，發展可再

生能源問題已在全國形成共識，所以能很快推出。《可再生能源法》在世界上也引起廣

泛關注和認同。此外，我國還制定和完善了《電力監管條例》、《煤礦安全監察條例》、

《石油天然氣管道保護條例》等法規和部門規章。我國亦正在修訂《節約能源法》，過

去的《能源法》和《節約能源法》，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和頒佈的，現在我國已建

立起市場經濟體制，能源環境形勢也發生變化，因而必須修訂。此外，我國還在制定

《能源基本法》，希望通過能源立法來達到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的目的。 
 
2. 中國能源開發面臨的問題 
 
2.1 中國的中、長期社會發展目標 
 

 實際上我國在能源的開發和利用方面的問題也非常重要。我國能源開發的問題主要有

以下幾個方面：能源約束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和供應安全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國工業

能否持續及健康增長，能否保證經濟及社會穩定發展的大問題。我國已經制定中、長

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 
 

 近期是到 2020 年，GDP要在 2000 年的基礎上翻兩翻，這就要求這 20 年的GDP年均增

長率達到 7.2%，這也就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它包括經濟發展、民主健全、科

教進步、文化繁榮和社會和諧。到了 2030 年，國家要基本完成工業化，具體目標包括：

城市化達到相當程度，基本完成基礎設施建設。在工業化過程中要不斷調整產業結構，

減少高能耗產業。到 2050 年，經濟和社會發展要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這意味

著人民生活舒適，社會交通便利，自然環境優美，碧水藍天，這是我國經濟社會中長

期發展的遠景，它的實現和能源的發展密切相關，因為能源是社會發展的動力和物質

基礎。那麼我國的能源資源能否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呢？我覺得問題還是比較

大，實際上資源將成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瓶頸問題。 
 



2.2 能源限制問題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中國是地大物博，地大是事實，可是一旦人均下來就比較少了。人

均土地只有 1.41 畝，是世界人均量的 1/3，土地資源非常有限；人均淡水量為世界人

均量的 1/4；人均木材儲量只有 9 立方米，是世界人均量的 1/8；人均石油儲量是世界

人均的 1/10；我國雖然是煤炭大國，但只有世界人均的 1/2；天然氣為世界人均量的

1/25。而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人均資源也相對薄弱。【投影片８】以上資料說明我國

的資源是非常有限，和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之間的矛盾還是很突出的。這

說明我國的資源受到人均擁有量的限制。 
 

 我國能源不僅是人均擁有量少，而且經濟分佈不平衡。我國的能源大多分佈在西部和

北部地方，而經濟中心卻在東部和南部地區，這就需要調配能源。我國的對策是北煤

南運、北電南輸、西氣東輸、西油南送，這給國家的運輸系統帶來巨大壓力。我國的

鐵路貨運一半用來運煤，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我國資源有限，資源運輸的

路途又遠，這種狀況也制約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目標。 
 

 我國傳統的能源供應量，極限大約是 30 億到 40 億噸之間。2006 年，我國的消費量是

25 億噸標準煤，人均每年 1.9 噸標準煤；美國人均消費量則是 11.3 噸標準煤，如果按

照美國的人均標準，到 2050 年我國需要消耗 158 億噸標準煤。日本是能源效率非常高

的國家，現時它的人均消耗量為每年 6 噸標準煤。如果按日本的標準，到 2050 年，我

國也要消耗 83 億噸標準煤。我國的能源供應極限是 30 到 40 億噸，這與以上計算出來

的 83 噸和 158 噸相差甚遠。所以未來我國的能源發展不能照搬美國和日本的模式，應

該另行探索新路徑。【投影片９】 
 
2.3 能源效率問題 
 

 我國能源效率很低。衡量一個國家能源效率最基本的標準，是計算單位 GDP 能耗，用

國家的 GDP 除以能源消費量計算出來。你消耗多少能源，產生多少 GDP，這反映反映

一個國家的能源效率。除了俄羅斯，我國的單位 GDP 能耗高居世界第二，能源效率比

美國、歐盟、日本甚至印度都要低。【投影片 10】 
 

 我國資源人均擁有量很少，而且浪費嚴重。我國高能耗產品的能原單耗比發達國家高

15—30%，能源系統效率低 25%，單位 GDP 能耗是 OPCD 國家的 3.8 倍，與發達國家

相比，能源利用經濟產出效益的差距，遠大於能源技術效率的差距。 
 

 我國單位 GDP 能耗強度如此高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能源轉換、利用效率低。由於技術原因，我們的發電廠、煉鋼爐、家用冰箱等的

能源利用率較低，在能源的轉換、利用過程中浪費了大量能源。 
 我國產業結構工業比重過大。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她們的第三產業遠遠高於

第二產業；即使是世界平均水準，也是第三產業高於第二產業。然而在我國，第

三產業低於第二產業，造成每單位的 GDP 產出消耗的能源也較大。【投影片 11】

這是由於我國以鋼鐵及水泥為化表的工業消耗能源量大，而它們的產值在國民經

濟中所佔的比例大所導致。【投影片 12】 
 產品附加值率低。舉個例子，一件普通 T 恤在內地大概賣 30 塊人民幣，如果購買



一件產自歐洲的高檔 T 恤則需上千元，而實際上生產一件 T 恤所消耗的能源差不

多。由於產品附加值的不同，所以我國單位 GDP 能耗量也較大。 
由上述可見，我國要降低單位 GDP 能耗量，就要提高技術效率，壓縮第二產業而大力

發展第三產業，升級產業結構。此外，還要實施名牌戰略，多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當

然我國單位 GDP 能耗高還與我國的高匯率和自然環境也有一定關係。舉個例子，就好

像俄羅斯地處高緯度，冬季供暖期很長，所以消耗的能源也多。  
 

2.4 能源開發公平性問題。 
 

 能源開發公平性問題不光在中國，在世界上也是存在。世界上還有 20 億人無法獲得天

然氣、液化氣、電力等優質能源服務，這限制了他們發展經濟和改善生活水準的機會。

我國也存在這方面的公平性問題，最明顯的是東西部的差距：西部人口 3.6 億，汽車

649 萬部，電力消費量 5,338 億度，能源消耗量 6.6 億噸標準煤；東部人口 4.6 億，比

西部人口多 1 億，但是汽車 1,672 萬部，電力消費量 12,638 億度，能源消費量 11.5 億

噸標準煤。由此可見東西部的對比是懸殊的。【投影片 13】 
 

 以下的投影片更形象的說明這個問題。【投影片 14】我國近三千萬邊遠地區的人口還沒

有用上電。圖片顯示中國西部邊遠農村地區的孩子在油燈下做作業，而上海夜間則燈

火輝煌；在建築領域，西部地區很多人都住在窯洞，而上海則到處是高層建築；在交

通領域，西部農村還在用畜力，而東部地區則在使用汽車和摩托車；在教育領域，很

多西部孩子上不起學，而東部的孩子則在非常漂亮的校舍上課。我們到北京、上海，

感覺像是到了發達國家；可是到了寧夏、新疆等西部地區的農村，會發現還是非常落

後。實際上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費不到城鎮居民的 29%。城鄉差距巨大，是我

國在能源領域方面非常明顯及亟待解決的問題。過去我們的經濟發展，主要放在追求

效率而忽視公平性；現時政府提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重點，希望能在經濟發展

中兼顧效率和公平。 
 
2.5. 生態環境問題 
 

 能源開發利用中的環境問題大致上可分為四類： 
 

 室內環境污染。主要是指煙氣、顆粒物和一氧化碳等污染。在貴州、湖南等農村

地區，老百姓做飯主要是用含高氟的劣質煤，燃燒時產生很多的煙氣、顆粒物和

有毒氣體。湖南山區一條村莊由於燃燒高氟的劣質煤，導致大量居民患病，腿部

肌肉萎縮，無法工作，臉部變形，情況觸目驚心。受害者主要是婦女，她們在做

飯時吸入大量有毒煙氣，引發肺病等呼吸道疾病。 
 

 當地環境污染。主要是顆粒物污染，這種情況在香港也可以感受到。大城市的顆

粒物主要源於汽車排放出來的廢氣。 
 

 區域環境污染。主要是指二氧化硫，像發電公司、燃氣公司在生產過程中大量燃

燒煤炭，由於煤炭中含有較高灰分與硫分，所以排放大量的煙塵和二氧化硫。二

氧化硫會形成酸雨，對我國產生很大的危害。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15】的紅色區

域為酸雨控制區，小點部分代表二氧化硫污染控制區，這區域比酸雨控制污染更



為嚴重，它對農業、建築物、橋樑的影響更巨大，所以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

要把二氧化硫的排放量減少 10%。圖中顯示我國酸性指數小於 5.6 的區域佔國土

面積的 40%，酸雨控制區已經佔國土面積的 8.4%。二氧化硫污染區佔國土面積的

3%，所以酸雨問題已經到了非解決不可的程度。日本總是指責中國燒煤而排出的

二氧化硫經風而吹到日本，在日本形成酸雨。  
 

 全球環境污染。全球環境污染主要是指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過去

對全球變暖的爭議很多，有人說全球變暖是自然發展的結果，不能歸咎於能源消

費。美國不簽署《京都議定書》的藉口之一，就是減少能源消費未必會減緩全球

氣候變暖，認為這在科學上還未完全確定。然而聯合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 IPCC
有一份權威性很高的報告，為各國政府認同。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認為近 50 年

的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人類互動引起的可能性為 90%以上，這比它第三次報告指出

的 60%的確定性提高了 30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氣候變化是由能源消費引起是一個

事實。  
 

 我國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已經成為眾矢之的，在國際社會面臨越來越大的減排壓力。

據我國科學家預測，到 2010 年我國二氧化碳排放量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排

放國。【投影片 16】以上是中國的預測，可能比較保守。而據西方國家預測，2007 年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就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過去克林頓政府雖簽署了

《京都議定書》，但是沒有批准，喬治布殊政府也非常反對並壓制這件事情。現時美國

政府的態度正發生變化，有些州政府，如加利福尼亞州，已經制定減排二氧化碳的目

標，國內民意也逐漸要求政府採取積極行動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排放。此外，歐盟國家，

如德國，也向美國政府施壓，所以美國政府態度發生變化。過去，由於美國不參加，

我國還有個擋箭牌，現在美國的態度轉變了，我國面對的壓力也就更大了。 
 

 在我看來，我國要實現和平崛起，二氧化碳排放問題在 2030 年後將成為制約我國經濟

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原因是一旦規定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後，能源的消耗量就不能增

加；要發展發展，就必須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從而使成本增加，導致國家的

競爭力降低。在氣候變化上，發達國家強調我國必須明確表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明

確信號；而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則比較強調人均累積量，因為人口較多，計算起來

可能有利。但從長遠來看，這種優勢也在逐漸喪失，壓力也逐漸增大。【投影片 17】現

時我國的政策有新變化，從 2001 年開始實施《中國應對氣候變化行動方案》。再從國

家的領導機構來看，過去有個氣候變化領導小組，屬於部級機構，組長為「發改委」

的一個主任，成員一般都是副部長；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相當於副司級幹部。

現時小組組長為溫家寶總理，副組長為曾培炎副總理和唐家璇國務委員，辦公室主任

為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這種領導機構所出現的變化，一方面是考慮到國際上的壓力，

另一方面也顯示我國必須認真應對這個問題。 
 

2.6  能源供應安全問題 
 

 我國能源資源的特點是「富煤少油」，現時探明剩餘的石油可採儲量只有二十五億噸，

雖然有好的勘探技術，但是只能做到穩產和小幅增長，石油產量大幅增加的可能性還

是比較小的。而且我國一些主力油田已經進入開採的中後期，即使加大勘探力度，提

高現有油田的產能，至 2020 年，我國石油短缺仍將達到 2.5 億噸。 



 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18】是石油產量預測圖，從圖中可以發現石油產量的高峰值

將在 2010 年到 2015 年之間發生，以後基本穩定在 1.8 億噸標準油。但是我們要

實現宏偉的發展遠景，大的需求量還在 2020 年、2030 年、2040 年和 2050 年，

這對我國能源安全提出了更高的挑戰。 
 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19】顯示我國 1996 年以前原油產量高於消費量，甚至還出

口到國外；但 1996 年以後，原油產量就低於消費量。原油消費量直線上升，這

和國內小汽車「井噴式」發展有關，它造成石油消費量也「井噴式」增加，石油

淨進口量不斷增加。2003 年我國汽車保有量「井噴式」上升，GDP 上升速度也

很快，原油上升速度也在加快。從 1996 年我國變為石油進口國後，僅僅 10 年間

對外依存度（石油進口量佔總量的比例）就上升到 40%；到了 2006 年我國進口

石油 1.69 億噸，對外依存度達到 47%，能源安全問題越來越突出，越來越受到大

家關注。 
 

 溫家寶總理曾說南堡油田的發現讓他高興得睡不著覺，由此可見國家能源安全問題的

緊逼性。南堡油田地處河北的南堡，儲量規模大約為 10 億噸，其中探明儲量為四千多

萬噸，這在中國油氣界引起很大振奮。【投影片 20】發現南堡油田，在油氣界有不同觀

點，有意見認為現時國家和企業分開，而石油勘探是需要大量的投資，風險很大，所

以石油企業不大願意去搞勘探開發，所以南堡油田算是一個很大的發現。此外，亦一

些石油地質工作者稱，我國還有很多地區沒有勘探，根據我國地質構造的特點，國家

如果多投資，很多地方可能還可以發現油田。不過無論如何，雖然發現南堡油田，但

從長遠而言，中國的能源風險仍然存在。【投影片 21】 
 

 從世界石油貿易來看，顯示世界主要產油區為：中東地區、俄羅斯、中美洲和非洲，【投

影片 22】而中國石油的來源，很大部分是來自中東地區。從世界天然氣貿易來看【投

影片 23】，我國天然氣進口量還是比較少的。我國的能源供應有兩個層次的問題：一是

石油進口量佔消費總量的比重，二是進口石油來源的分散性，即是諺語所說「所有的

雞蛋不要放在一個籃子裏」。現時國家領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理和吳邦國委員長

紛紛訪問非洲小國，外國人認為是為了這些國家的石油。目前我國的石油供應仍主要

來自中東地區，將來我國實在有必要使能源的來源分散化和多元化。【投影片 24】 
 

 總括而言，這幾年中國能源事業發展很快，能源工業體系比較完善，技術不斷進步，

但也面臨很大的風險和挑戰。 
 
3. 能源開發和利用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能源可持續發展之路可能有兩項途徑：一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率；二

是改善能源結構，大力開發、利用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供應的多樣化。這兩點在內地已形

成共識。下面我向大家分別介紹這兩方面的具體措施。 
 
 
3.1 節能 
 

 內地建築耗能佔全國能源的 22%—27.6%，是同緯度國家能耗的 2 至 3 倍，因而要實現

節能，建築是重點領域。建築節能的措施也比較簡單易行，代價也很低。比如說增加



隔熱、由分散供暖改成集中供暖等，這樣就能降低建築對能源的需求量。在交通領域

方面，我們要大力發展汽車節能技術，包括發展高效節能發動機、推廣使用混合燃料

的小汽車和燃料電池技術，使車身輕量化。製造業是我國資源能源消耗的大戶，消耗

了我國 63%的能源，同時又是排放的大戶，它的二氧化硫排放量佔全國的 69%，特別

是冶金和建材這兩項製造業部門，更是資源能源密集型產業。今後要實現節能，必須

在這些部門大力推廣使用節能技術。 
 

 關於節約能源問題，目前我國已基本達成共識。國家在第十一個五年計劃確立 GDP 的

增長目標外，還首次引入兩個指標，一是能源強度下降 20%，能源強度指單位 GDP 所

消耗的能源；另一目標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下降 10%。簡單來說，即是指政府的增長

目標，由以往單純考慮 GDP 一個目標，變成 GDP、能源和環境三個目標。現時 GDP
的增長速度保持得很好，國家甚至要採取措施以防止經濟過熱；但能源和環境的目標

卻執行得很不樂觀。去年 GDP 能源強度不降反升，污染物的排放目標也遇到挑戰。現

時中央也在調整部署，例如成立由溫家寶總理出任組長的「節能降耗領導小組」、取消

鋼鐵出口退稅、投資新項目不僅要求有經濟可行性，還要求接受環境評估和考察能耗

是否達到一定標準等。整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加大力度，解決節能降耗問題。

因為中國已對外作出承諾，如果不能實現，需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所以中央非常

重視，並和中央所屬的大型企業簽訂責任狀，責令這些企業達標，如不能完成便要追

究主要領導人的責任。所以我認為雖然難度很大，但是到第十一個五年計劃後期，相

信這方面會有改善。 
 
3.2 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問題 
 

 風力發電 
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25】是我國已建和部分擬建風電場分佈圖。我國陸上風力資源大

約有 2.53 億千瓦，海上風力資源更大，大約 7.5 億千瓦，所以未來也要發展海上風力

發電場。最近幾年，特別是頒佈《可再生能源法》後，風電場發展如同井噴一樣，2005
年我國風電場裝機容量只有 125 萬千瓦，2006 年翻了一番，達到 370 多萬千瓦。投影

片內的藍點表示擬建風電場，紅點表示已有的風電場，藍點所在區域表示該地區風力

資源豐富。 
 

 太陽能發電 
前面講過太陽能熱水器的發展是我國的一個驕傲。2006 年我國太陽能熱水器的保有量

達到一億平方米，排名世界第一。和其他國家不同，我國有很大的小城鎮，地處大城

市邊緣。隨著生活水準提高，對於生活熱水的需求也有提高，過去沒有太陽能熱水器，

雖然用天然氣、煤氣或者電力也能解決，但是用太陽能熱水器，成本更低而且能夠滿

足基本需要，因此在中國發展很快。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26】是太陽房，實質就是增

加太陽能的吸收面積，並讓進入房內的熱量不要流失，從而形成一個溫室。以下投影

片【投影片 27】是太陽灶。這是西藏一間小學教師的宿舍前用於燒熱水的太陽灶。以

下投影片【投影片 28】是太陽能日光溫室。西藏由於氣候原因，吃肉容易吃菜難，蔬

菜供應很緊張，現時應用太陽能日光溫室栽培蔬菜，西藏人也能吃到新鮮的蔬菜了，

這對人的健康起到很大的作用。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29】是西藏的太陽能光伏電站。

西藏地理位置偏遠，沒有大的電網供電，但是當地陽光充足，如果發展分散的太陽能

光伏來滿足各戶的用電則是很經濟的。光伏電站中的儲能設備，可以將白天收集的能



量儲存起來供晚上使用，相當於汽車的蓄電池。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30】為西藏的一

個小型水電站。西藏沒有建立大型的燃煤發電廠，這保證了當地美麗的自然景觀。但

是當地要發展，人民生活水準要提高，又必須用電。西藏電網很有特點，當地主要是

水電、地熱。 
 

 生物質能源 
它也是發展新能源的一個重要領域，像木材加工廠的木屑、農村的秸杆，還有一些能

源作物如油菜、高粱都是生物質能源。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31】為中國農村一種很有

特色的利用生物質能源模式，稱為「豬沼菜」模式。它是利用豬的糞便建立沼氣池，

產生沼氣，用來做飯也可以用來點燈，從而解決農村的能源問題。不僅如此，沼氣池

產生沼渣，它還是一種高效肥料。這種模式多在北方推廣，在南方則為「豬沼果」模

式。在江西的一些荒山上，農戶在山上建立沼氣池，用沼渣作為果樹肥料，提高果實

的品質，並因此增加當地人民的收入和就業率。 
 

3.3 中國的能源貿易和能源安全 
 

 我國是能源生產大國，同時也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投影片 32】我們石油進口量

大，但是仍較美國及日本為少；我國的天然氣進口量也未進入世界前十名，【投影片 33】

因此我們在看待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時，需要一些新的思考。 
 

 大家可能對東海油氣田比較感興趣，從以下投影片【投影片 34】中可以看到，我國的

油井是在中日雙方劃定的分界線的內側，從主權角度來看是沒有任何爭議的。但是在

石油開採過程中，石油可能會向中間聚集，這就是導致中日爭議的一個原因。現時中

日雙方進行司局級別的磋商，由中國亞洲司司長和日本外交司長討論這個問題，但並

沒有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目前我國的態度比較大度，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讓

東海變成友好之海，合作之海。但由於日本有不同看法，暫時未有進展。由於外交非

我研究領域，所以我也不知道我國如何在外交層面解決中日油氣田的糾紛。 
 

 最後談一下中國在解決能源安全，特別是構建國際能源供應體系問題上的看法。中國

現時所處的環境跟過去完全不同，近年經濟全球化發展迅猛，世界各國彼此聯繫，誰

也離不開誰。我國首先要有一種更寬廣的胸懷參與全球石油安全供應體制，成為它的

利益相關者。我國要積極參與制定規則，而不能像過去一樣，一味強調獨立自主，自

力更生。世界各國的利益彼此重疊，密不可分，任何一個國家想破壞這種能源安全供

應體系，它要付出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好像俄羅斯也不敢隨便封閉通往歐洲的石油

管道，一旦封閉，歐洲會視為宣戰。美國也不敢破壞這種體制，破壞就意味著戰爭。

除了參與國際能源供應體系外，我國還要建立戰略的技術儲備。建立石油戰略儲備，

只是短期解決方法；從長遠來看，必須建立技術儲備。比如我國煤炭豐富，可發展煤

的液化和其他石油替代技術，雖然近期不用，但是我們必須擁有這種技術，可以防範

以後石油供應緊縮的風險。以上是從我的研究角度對這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參

考。 
 

 總括而言，我國經濟、能源和環境是一體的，光從一個方面出發是不能解決所有問題，

必須把經濟、能源和環境結合起來協調發展。【投影片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