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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课题，2004年立项，计划2006年完
成。课题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平研究员。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
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能源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供给约束对经济增长构成的持续挑战，
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影响囡素，也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1．中国能源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1)能源供求矛盾日益增大 

从化石燃料的资源量来看，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亿至2．0亿吨，
然后将逐渐下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目前，煤炭可采储量为1886
亿吨，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为618亿吨。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目前已
勘探的结果，2003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4．8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408立方米，人均
煤炭可呆储量89吨，天然气人均储量不到世界的5％，石油不到12％，即使最丰富的煤炭，人均
储量也只有世界的55％。 

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我国原油、原煤、电力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13％。近年
来，我国持续出现的电荒、油荒、“煤电之争”已凸现我国经济发展所遭遇的能源瓶颈。如果
按照目前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能源开发能力和能源矿产探明储
量，我国未来能源的供需矛盾将十分突出。 

(2)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以燃煤为主的
能源结构，因为大气环境中70％的二氧化碳、76％的二氧化硫(S02)、88％的氮氧化物(’
NOX)、66％的一氧化碳(C0)以及其它各类粉尘废物源于各类燃料和汽油的使用。中国的二氧化
硫 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虽然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明显下降(1990～
2001年下降了．52％)，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却从1980年的3．94亿吨碳增加到2001年的8.32亿
吨碳，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o．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
中期酸雨区面积比80年代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面积已占全国
面积的30％左右。 

资源与环境构成了能源利用的两大约束条件，与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列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对人
类的又一威胁，其程度绝不亚于能源危机。 

(3)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凸现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其一，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要4~5亿吨；其二，受
石油资源的约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满足国内需求。 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4年的近40％，2020年有可能接近
60％，接近目前美国的水平(2003年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6．2％)，中国石油供应的一大半
将依赖国际资源。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l／3来自中国，中国
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40％，石油安全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其三，由于多
种原因，国际能源市场更加动荡不安。这种现状和趋势，使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
出。 

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能源问题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筹码。最近的俄乌天然气之争，彰显
出能源已成为国家政治抗衡的必要因素，政治属性发挥着巨大作 



用。 

2．中国能源发展目标 

在本世纪的头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是以能源消费增长翻一番实现GDP翻两番，经济发
展目标决定了能源发展目标。各机构的论证、预测和规划，也都是以此为基点在一定区间内进
行调整的。主要的争议问题有：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环境保护；核能利用问题；节能潜力；
水利开发利用等。 

二、本课题的主要观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了能源安全问题，指出：“必须从战略全
局的高度，加快制定新的能源发展战略。要坚持开发和节约并举，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并
举，积极推进能源多样化和进口多元化，加快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逐步建立增外能源生产
供应基地，积极开发石油替代产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2005年12月27
日，曾培炎副总理在人大报告会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维护和保障能源安全，需要坚
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方针。这些讲话，对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
和制定具有指导意义。本课题对战略问题的思考有如下几个方面： 

1．保障发展 

经济发展在各项工作中具有根本性、决定性意义，而能源就是其重要保障之一。2000年美国畅
销书《石油的色彩》在研究了石油发展史后感悟到，“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而言，能
源的使用如此重要，如此带有根本性，所以我们应该把‘通过能源来获取财富’的说法奉为全
世界的共同祈祷”。实证表明，能源消费与国家财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发达国家几乎都是
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及其适当的利用，对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是至关重要 
的，这已经成为了一项用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状况的最重要的现代化指标。 

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的阶段。反映到能源领域，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尤其在人均
GDP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和能源结构快速变化(石油需求比例上升)的过程。以，我们在注重
保护环境的同时，要积极的、最大限度的、理直气壮的有效利用能源，这是中国发展的权利，
也是发展的路径，任何对中国能源需求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2．效率优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强能源管理，推广节能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国家重点考核的11个主要耗能行业的33项产品单耗指标，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虽然我国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但总体上主要工业产品的单耗
平均值仍比国外高出30％以上。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很大潜力。造成我国能源效率总体水平落
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技术装备落后；二是设备规模偏小，造成产品单耗难 
以降低；三是原料与工艺路线的差异。可以看出，提高能源效率是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的根本方式。 

3．依托技术 

要以能源消费增长一倍实现经济增长两倍的发展目标，依靠先进的能源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是重中之重。在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要解决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
诸多问题，要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标，必须普遍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高效的能源技
术。这是增强我国整体经济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手段。  

今后能源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采用先进的设计技术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终端能源
利用效率；发展洁净煤技术，掌握烟气脱硫、低氮燃烧和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建立天然
气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的制造能力，提高能源转换过程的效率和环保水平；提高石油勘
探和生产的理论及技术水平，增加石油探明储量和可开发利用量；发展常规能源的新一代能源
利用技术和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使常规能源的使用时间显著延长，同时扩大耗能和可再生能
源的利用量。 

4．外拓资源 

中国自身的能源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成定局，同时借助全球资源获得发展是国家
利益的最高体现，因此，保持对世界能源一定的需求量，是实现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基础性
战略环节。 

中国只有走向国际舞台，积极拓展资源渠道，才能彰显开放的大国形象，才能具有真正的国家
安全。若不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能源问题”的核心就是“石油问题”，能源战略的核
心就是石油安全。要保障石油安全，一是建立多元化的石油境外供应渠道(主要是在稳定中东的
基础上，加强远东地区，开拓非洲市场)；二是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快石油科技发
展，争取在海域和南方碳酸岩盐地区有新的突破，研发替代产品能源和新能源；三是积极参与



国际市场上石油期货和现货交易，从市场和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石油产品；四是加强石油战略储
备和预警体系建设。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本课题进展顺利，已完成阶段性论文和研究报告若干篇。 

下一步将加强以下问题的研究：国内外有关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
结构调整的节能效应；模型测算调整；政策建议，等等。 
(转自：学术动态2006年第17期总第1140期李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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