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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节约资源的发展道 路 ( 2 0 0 5 - 1 1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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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期间，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节约资源的发展道路并不是
应对资源紧缺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突破资源约束是无法回
避的突出问题。 
  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现在又处在资源消耗比较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
推进，城乡建设广泛开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消耗强度
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浪费严重，更加剧了资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突破资源约束：成就与困境 

  中国奉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在降低资源消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

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准煤从14.34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1971—1999
年，按国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是27.7%，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平均下降幅度分别

为11.2%和32.3%。从国际范围比较，中国的进步是明显的。 
  但是，这种进步是相对于过去高度粗放的增长方式下特别高的资源消耗为基数的，从资源消耗强度看，现在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仍然有很大差距：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行业单位能耗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

收率低20个百分点；单位建筑采暖能耗比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高2—3倍。能源供应量大幅度增长，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近年来资源消
耗强度增大，能源弹性系数上升，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本增加。我们的高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现在，耕地、淡水、能
源、矿产资源已经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如果不改弦更张，当前已经难以为继，更说不上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 
  走好资源节约之路：仍需多方继续努力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走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另一条是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建设节约型社会。非常清楚，第一条路走不通也走不起，我们只能选择第二条路。 
  这条路并不是很容易走，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进展，也有不少关于资源紧缺和浪费的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对在资源方
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不宜做过高的估计。任重道远，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要注重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和比重，这是资源消耗比较少而又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和效益的；二、三产业的改造和发展也要把降低资源消耗作为重要目标。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使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和高效利用。 
  积极采用新技术。实现现代化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和新资源的发现要靠科学技术进步，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成
人力资源的优势要靠提高教育和科技水平。要大力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处理好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也要注重提高科技含量。对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要实行强制淘汰。 
  把为节约资源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浪费资源和粗放增长方式有深刻的体制根源：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
实成本造成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按实际产量而不是按可采储量计税是煤炭资源回收率过低的

直接原因；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以及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使耕地急剧减少。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
法的缺点，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原因。 
  立法要加强。要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土地管理法、水法、建筑法、电力法、煤炭法等同资源相关的法律要加重节约的内
容。关于土地制度的立法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发达国家在资源节约方面有许多完善的法律法规，例如，规定马桶每次用水最大

限量，规定商品的“无包装”和“简单包装”，而我国对于卫生用水的浪费和商品的过度包装至今还限于一般性的号召而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不少地方甚至以“有碍观瞻”或者交通道路承受能力为由限制小排量汽车的行驶，实际上是在以行政手段鼓励浪费汽油。 
  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中国人有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和高收入阶层的壮大，有一种不好
的风气在滋长蔓延，就是挥霍式甚至炫耀式的消费。这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危及整个民族精神和国家的前途。要开展深入持久的教育，让
每个人从小懂得珍惜资源，让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把这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节约资源方面，政府、企业
和每个公民都负有责任。 
  要扩大在资源节约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学习和借鉴国外节约资源的体制、政策和管理经验，引进节约资源的设备、技术和工
艺，以及鼓励外商在相关领域的投资。 
  前景展望：后发优势将缓解资源约束 
  中国按国际贸易的普遍规则进口部分资源，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家一定会注意到，某些发达

国家的人士对中国进口资源有不少非议。为了回答这种非议，这里我想讲几个数字：不到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世界已探明

储量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前年消费量石油占全球的62%，铝、粗钢和铜占50%以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



 

界20%以上，总资源消费量相对是比较低的。美国1900—1975年、日本1945—2000年，人均累积消费钢都超过20吨，中国到2004年人均累

积消费钢只有2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国，第五大石油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90%以上，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石油进口多一

些，但不论是进口数量还是对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都低于美国和日本，人均石油消费量中国大体上只有美国的1/15、日本的1/10。中国并
不想在资源消耗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我们做不起，而且发达国家大量消耗资源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值得效仿的；在资源问题上责备中国，

甚至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种耸人听闻的舆论往往是来自资源消耗很多的发达国家，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充分认识到严峻的资源形势，但并不悲观。当年邓小平提出2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时候，曾经有人担心实现不了，因为能源很难
翻两番。结果，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了经济翻两番。中国目前还处于资源消耗强度比较大的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资源消
耗强度会相应下降。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走资源节约的发展道路，靠体制创新，靠技术进步，靠加强管
理，靠全民的自觉和共同努力，资源约束是可以缓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是光明的。 

     
 

文章出处：《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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