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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中国经济转型的路标

  西方宗教中有一种说法：“魔鬼是由最美的天使变成的。”在现实中，GDP曾经是

最美的天使，带来了繁荣和财富。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确确实实地看到，这位天使

在如何逐步地走向堕落。  

  以去年为例，作为“十一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

济效益较高、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不降反升，环境质量进一步

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年前中央确定的

一项经济发展大方针就是，将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含义就是，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不再聚焦于短期的经济运行，而是将更多的视线投向

远方，注重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应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在现实

中幷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其中的原因大体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该往哪个方向

转变，并不是很明确；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该往哪个地方着手，并不是很清楚。

现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论述要比过去清晰得多。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向，人们的

共识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发展循环经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政

策抓手就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或者更具体一点说，重点就是节能。  

  毫无疑问，节能在当今宏观调控中已经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8月，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公布《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后，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召开了全国节能工作会议，并开始逐步建立节

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及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与审查制度。在政策考

核方面，国家发改委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各

地已陆续开始调低GDP指标，并调高了降耗指标。比如，天津、河北已确定2007年降耗

4.4%的指标；山东确定2007年的万元GDP能耗下降指标为4.5%；云南、浙江、青海、北

京等均将已确立的单位降耗指标进行上调。与此同时，许多地方重新调整“十一五”规

划的节能工作重点，并进一步将节能降耗的目标分解到下级地方和行业。在固定资产投

资领域，不仅对未进行节能审查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核准，而且为

了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国家环保局甚至出台了带有连坐性质的

“区域限批”政策，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这4大“屡教不改”的电力集团和河

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吕梁市、贵州省六盘水市、山东省莱芜市这4个高耗能、高污染产

业行政区域就被列入第一批“区域限批”的黑名单。现在，不仅这4个行政区域和4个电

力集团的所有建设项目被停批、限批，而且监察部门还可能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节能工作之所以引起高层如此高规格的关注，最根本的实质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

长中资源消耗太大，给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2005年，中国GDP按当年

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5%，但为此消耗的资源量却异常巨大，其中

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氧化铝1561万吨，水泥10.5亿吨，分别占世

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是中国实现经

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前提。从经济结构看，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0%。

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22.2亿吨标煤，其中工业企业能耗15.8亿吨，占71%。而在

工业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的行业比重低，高能耗行业比重大，特别是高

耗能的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偏大，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五大行业

就占工业全部能耗的69%。  

  根据上述分析，调整产业结构是降低中国能耗的最有效途径。目前，中国第三产业

 



比重偏低，占GDP的比重不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落后于同等发达程度的发展

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组别国家的服务业比重

平均值为55%。2006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比人均收入水平与中

国基本相当的国家低15个百分点左右。而据测算，如果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

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应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万元GDP能耗就可

降低约1个百分点。  

  调整产业结构能够最有效地降低能耗，而强力地推进节能降耗政策又能够最有效地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根据国情的不同，各国节能

降耗的政策工具也不同。在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解除了石油价格的监管，一

切让市场去说话，随着石油价格总体上不断上涨，企业节能意识也相应加强。而在日

本，石油价格和石油工业直到1995年还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确保油价相对地稳定。

为了降低能耗，除了适当调整能源价格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借助于法律手段。政府对主

要的行业产品节能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多少年内能耗得降低多少，一一提前对外公

布。届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者就被强行赶出市场。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在1973年以

前，能源需求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弹性值平均超过1，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l，能源需求

在1以上，而从1973年到1979年间则急剧地下降为0.33。特别是在第二次“石油冲击”

后的3年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而能源的消耗则是每年减少，幷顺利

地实现了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于l974年9月发表的《产业结构长期设想》，即将过去的

“资源能源多消耗型产业”转变为“省资源能源型产业”。  

  总之，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国外实践经验，都表明一个事实：节能既是产业结构

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对目前正处于经济

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始终把节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路标，采取市场的、法律的和行

政的多种手段，推进节能不断深入，必将引领我们到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彼岸。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 高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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