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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 可持续的能源生产与消费 

    

 

导言  

  13.1能源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极为重要。在

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下，中国能源工业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这一矛盾集中体现

在：  

  (a)中国能源工业的技术管理和水平比较落后，能源利用率和人均能源的消费量都很低，能源

供应短缺和浪费并存，供需矛盾尖锐；  

  (b)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约占能源消费构成的75％，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低，燃煤和煤

炭加工与开采产生大量污染物，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  

  13.2如果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保持不变，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无论从资源、资金、运输还是环

境方面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改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能源、电力结构多样化，建立对环

境危害较小甚至无害的能源系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3.3本章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加强能源综合规划与管理，制订和实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

策法规体系，开发和推广先进的、环境无害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合理利用能源

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13.4中国政府关于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能源管理的政策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矿产资

源法》、《土地复垦规定》、《能源节约管理暂行条例》等，是本章的重要依据。本章与第2、6、

7、10、11、12、18和19章内容密切相关。  

  13.5本章设4个方案领域:  

  Ａ．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  

  Ｂ．提高能源效率与节能；  

  Ｃ．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  

  Ｄ．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方案领域  

  Ａ．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  

  行动依据  

  13.6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无害环境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消费模式，必须进行能源、环境、经

济发展综合规划，作为制订计划与政策措施和进行管理的依据。它有利于综合分析、研究和解决能

源、环境和经济领域内的交叉问题，以便采取统一标准评价能源供应和需求管理政策、环境保护措

施的政策效果，协调相互关系，以达到能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与平衡。  

  13.7中国能源系统的固有特点，也决定了综合能源规划在能源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特点

包括：  

  (a)能源总储量多，但人均储量少；  

  (b)能源富矿少，勘探程度低，开发利用的难度很大；  

  (c)能源与经济的布局不匹配。近80％的能源资源分布于西部和北部，但60％的能源消费在经

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d)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将

对环境和运输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e)能源供应不足与浪费并存。一方面，中国的能源，特别是电力供应不足，已经影响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落后，能源价格偏低，导致能源开发

和利用上的严重浪费。  



  13.8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原有的管理机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

况，迫切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综合能源规划与管理机制，采用经济手段与政策引导，理顺能

源价格，转变投资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管理。  

  13.9本世纪末以前，中国的能源与环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主要可以归纳为：贯彻开发与节约并

重的方针，改善能源结构与布局，能源工业的发展以煤炭为基础，以电力为中心，大力发展水电，

积极开发石油、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地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靠科技进步，提

高能源效率，合理利用能源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目标  

  13.10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源、环境、经济综合规划方

法，并推广应用到各级能源管理部门。2000年前，制订国家和地区级的能源、环境、经济综合规划

及相应的实施方案。  

  13.11加强能源管理，改善能源供应结构和布局，提高清洁能源和高质量能源的比例，加强能

够减缓总体需求增长的能源生产、分配和消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较少的能源提供较多的能源服

务，同时减轻环境污染。  

  13.12加快农村能源和电气化建设，改变农村过度消耗生物质能引起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  

  行动  

  13.13加强制订能源、环境、经济综合发展规划的组织机构建设，进行综合能源规划和管理的

能力建设，协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综合发展方案。  

  13.14加强能源环境的立法工作，制定和实施中国的《节能法》，修改、补充各行业、部门的

节能规章制度，完善各级能源经济制度，加强企业的能源审计工作，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节能工

作的进行。  

  13.15根据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优先次序，在考虑环境影响、人体健康等外部

不经济性的基础上，通过费用—效益分析，对各项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政策措施和发展方案，进

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和选择。特别考虑依靠国家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来促进无害环境的能

源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13.16支持对各种环境无害的能源系统，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和

使用。  

  13.17加强石油、天然气和煤成气的开发利用，提高其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改善

能源结构，特别对天然气勘探工作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增强其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  

  13.18加速电力工业的建设和现代化，提高电能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缓解电力供应不足；制

定妥善的政策法规，深化体制改革，鼓励集资办电，推进电价改革，使电力企业有能力自我发展和

进行技术改造；加强电网建设，提高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平；大力发展坑口电厂，减轻煤炭运输压

力；新建电厂采用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调峰性能好的设备；推广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余热

利用，逐步淘汰小锅炉群；大力发展水电，建设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大型水电站，加强水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13.19采用国产与引进并举的方针发展核电，一方面加紧国产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核电设备的

研制工作，使之尽快达到商品化、批量化，另一方面在沿海能源短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积极利

用外资，引进设备，建设大型核电站，以满足电力供应需要。  

  13.20大力加强农村电气化建设和县级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建立示范点，实现农村经济和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广省柴节煤灶、发展沼气、薪炭林、小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等技术。  

  13.21改进现有统计方式和统计系统，收集和整理能源、环境、经济诸领域的有关数据，建立

国家和地方级的能源、环境、经济信息系统。  

  13.22研究能源、环境、经济综合规划的方法与技术，以及决策分析和制定政策措施的方法与

程序，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能源、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科研院校加强综合

能源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开展各种培训，提高能源环境管理人员的素质，继续组织好2050年中国

能源战略研究。  

  Ｂ．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  

  行动依据  

  13.2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能源需求也将不断增加，然而中国人均能源资

源并不丰富，能源供需缺口日益扩大，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由过去的粗放经营逐步转向集约经

营，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另一方面，能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

活质量和发展，因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也是防治污染、抑制温室效应的经济、有效措



施。  

  13.25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高

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均在40％以上，中国的能源利用水平较低，

具有很大的直接节能潜力。  

  13.26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低能耗的服务业比例低，199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

27％，而高能耗的工业比例较大，达到规模生产的企业数目少。随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

优化，能源配置将趋于合理，间接节能也有很大潜力。  

  13.27中国在节能管理上已做了很多工作，促进了节能技术发展。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变，原有

的节能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迫切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节能规划和能源需

求管理体制。  

  目标  

  13.28建立全国统一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节能管理程序和审批制度及相应的政策法

规。对能源生产、运输、加工和利用的全过程进行节能管理，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

单位产值能耗。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优化能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效益。  

  13.292000年前，达到年节能率高于2.2％，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低于0.5，即一半以上的能源需

求增长量通过节能来满足。加强能源消费的引导和管理，尽可能减少能源需求。  

  行动  

  13.30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专门的节能管理机构，负责节能工作规

划和政策的制定，参照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制定节能目标和措施，组织节能项目的实施。  

  13.31制定和实施中国的《节能法》，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逐步取消对能源不

合理的财政补贴，提高能源价格，使其能真正反映经济和环境成本，运用经济鼓励手段，推动节能

工作的开展。  

  13.32制订产业政策，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低能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限制高能耗

小企业的发展。  

  13.33开发和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对电站锅炉、工业锅炉和工业窑炉进行节能技术改造，提

高终端用能设施的能源利用效率，对于节能效果显著的项目提供税收和贷款的优惠条件：  

  (a)对火电厂进行老厂、老机组改造，使发电煤耗从1990年的427克/(千瓦/小时)下降到2000年

的365克/(千瓦/小时)；  

  (b)加强电网建设，改造城市电网，减少输电损失；  

  (c)推广热电联产，建立拥有集中供热系统和节能型空调系统的新型示范居民小区；  

  (d)提高耗电约占总发电量1/3以上的各类风机和泵的效率。  

  13.34制定能源消耗的定额标准，大力开展企业能源审计与管理，通过对企业能源系统审计，

了解企业的能源利用状况，找出差距与不足，挖掘企业的节能潜力。  

  13.35在每个城市及有关行业部门逐步成立节能技术服务中心，负责节能技术宣传和推广。  

  13.36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出版物和中小学教育等手段，大力加强节能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

节能意识。  

  Ｃ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  

  行动依据  

  13.38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生产量还将

继续增长，煤炭资源的含硫量可能要增加。煤炭的环境问题涉及煤炭开采、加工和消费的全过

程。  

  13.39近十年来，中国在改进煤炭开采、加工和利用技术与装备，减轻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大

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工作，主要包括：  

  (a)颁布《土地复垦规定》，改革开采工艺，减少开采土地破坏，并使煤炭工业土地复垦规范

化和制度化；  

  (b)抽放煤层甲烷，进行矿井废水处理和煤矸石综合利用；  

  (c)治理大面积煤田露头火和自燃矸石山；  

  (d)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民用型煤，改造中、小型锅炉，发展高效大容量发电机组，发

展气体燃料。  

  13.40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煤炭的少污染开采和高效清洁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

表现为：  

  (a)1991年煤矿开采的土地复垦率仅为16％，矿井水利用率仅为15％；  



  (b)原煤入洗率低，1990年仅为17.6％，大量动力煤未经洗选，灰分和硫分比较高；  

  (c)煤炭能量利用效率低，全国平均只有22％；  

  (d)煤炭向电能的转化率低，发电用煤仅占原煤产量的26％左右；  

  (e)燃煤与煤化工的技术和装置落后，污染物排放控制不严。  

  13.41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约国，发展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

术，控制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大气层，是中国政府履行国际公约、承担相应国

际义务的重要方面，也是促进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系统向环境无害的可持续的模式转变的战略组成

部分。  

  目标  

  13.42加强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与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促进传统的煤炭开采和

加工利用方式向环境无害化方向转变，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污染，增强中国迎接环境挑战

的内在应变能力。  

  行动  

  13.43制订和健全有利于发展少污染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的政策法规，补充完善有关土

地复垦验收和各种用煤标准，调整煤炭、电的价格，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煤炭开采中矿井水和甲烷的

资源化工作，促进煤矸石综合利用和煤炭高效、清洁利用。  

  13.44在煤炭开采过程中推广应用和引进开发下列技术工艺，建设相应的示范点。  

  (a)改进采煤工艺，减少矸石外排，利用煤矸石和粉煤灰回填塌陷区，利用煤矸石发电，生产

建筑材料和化工原料等，开发采煤与复垦相结合的新工艺体系，引进无覆土的生物复垦技术；  

  (b)加强煤矿区水资源管理，控制矿井水外排，实行排供结合；对采煤矿井水进行处理，达到

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标准并回用；开发含高悬浮物、酸性水、特殊悬浮物的矿井水和苦盐水的处理

技术；  

  (c)开发利用煤层甲烷资源，加强煤层甲烷资源评价，引进井下开发或地面直接开采煤层甲烷

和甲烷利用技术，控制煤矿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  

  (d)利用综合技术治理煤田露头火和自燃矸石山。  

  13.45推广应用煤炭洗选制备和转化技术，开发引进高效清洁的燃煤技术，建设相应的示范

点：  

  (a)扩大原煤入洗比例，研究、开发高硫煤的洗选脱硫技术，降低煤炭的灰分和硫分；  

  (b)扩大民用和工业型煤生产，提高动力配煤的比例；  

  (c)开发或引进大型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  

  (d)开发或引进大型高效、低污染煤粉燃烧技术；  

  (e)开发引进水煤浆制备的燃烧技术；  

  (f)开发引进煤炭气化和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g)研究开发煤泥、无烟煤和褐煤的高效燃烧和利用技术。  

  13.46提高煤炭转化成电力、热力和煤气等洁净的二次能源的比重，减少直接和分散燃烧原煤

的终端用途。  

  13.47新建火力发电厂采用高效大容量发电机组，降低发电煤耗，大力开发推广清洁煤燃烧技

术。建设大型煤炭坑口转换工程，变传统的煤炭运输方式为输送洁净的二次能源，如电力、煤气

等，减轻运输压力，减少煤炭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3.48开发引进先进高效的烟气净化技术，重点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烟气除尘、脱硫脱硝、废

物资源化技术与装备。建设示范工程，加以推广。  

  13.49建立煤矿开采地表破坏与土地复垦、煤矿三废排放和综合利用、煤矿水资源管理、煤层

甲烷和煤田露头火等数据和信息管理系统，并以煤炭资源数据库为中心，进行煤炭脱硫特性方面的

数据调查收集，着手建立清洁煤技术信息系统，为清洁煤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

据。  

  13.50开展煤渣、粉煤灰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并完善和制定有关政策促进其市场开拓。  

  Ｄ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行动依据  

  13.52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必将逐步导致能源资源耗

竭，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必须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道路。  

  13.53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消耗后可以得

到恢复补充，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物，所以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结构的基础。  



  13.54中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  

  (a)中国水能可开发资源量为3.78亿千瓦，目前仅开发利用了9.5％，1990年水力发电量占总发

电量的19％。今后还有很大的水能开发潜力；  

  (b)生物质能资源包括农作物秸杆、薪柴和各种有机废物，是农村的主要能源，利用量约为2.6

亿吨标准煤，占农村能源消费的70％左右。目前，生物质能主要用于直接燃烧，利用效率较低；农

村现已建成各种沼气池近500万座，产生的沼气相当于70吨标准煤；  

  (c)在中国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太阳能年辐射总量每平方厘米超过60万焦，开发利

用前景广阔。目前太阳能利用方式主要有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和被动式太阳房等，太阳能电池也

开始推广；  

  (d)风能资源总量为16亿千瓦，约有10％可供开发利用；目前，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2.8万千

瓦；  

  (e)地热资源尚有待勘探，已探明地热储量约为30亿吨标准煤，现已利用的相当于30多万吨标

准煤；  

  (f)海洋能资源丰富，其中可开发的潮汐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现已建成潮汐能和波浪能试验

电站。  

  为了更大规模地集中利用可再生能源，使之能与化石燃料相竞争并逐步提高在能源结构中的比

重，技术上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成本也需要大幅度降低。  

  目标  

  13.55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转换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提高可再

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13.562000年前，水电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千瓦以上，太阳能年利用量达到200～300万吨标准

煤，风力发电机容量达到20万千瓦，地热利用量在80万吨标准煤以上，提高生物质能的利用效率，

利用方式逐步转变成以生产沼气或清洁液体燃料为主。  

  行动  

  13.57把开发可再生能源放到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优先地位，采取适当的财政鼓励措施和市场

经济手段，增加国家在开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入，吸引地方政府和用户共同参与：  

  (a)加速水能资源开发：对水电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科学的技术经济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采取

有效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速开发生态影响小，便于地方

和用户自行建设的中小水电资源；  

  (b)加强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开发利用生物质能生产酒精等清洁液体燃料的技术，大力推广

沼气应用技术，利用生物质生产沼气，用于生活和动力能源。大力增加生物质能的生产，减少生物

质能直接用于燃烧的比例；  

  (c)加强太阳能直接和间接利用技术的开发：近期重点发展太阳能电池，提高光电转换效率，

降低发电成本；远期重点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  

  (d)根据自然条件，扩大风能利用规模，重点解决边远地区生活用电问题。近期重点研制大型

风力发电机组，降低成本，建设中、小型风力田，远期重点建设大型风力田；  

  (e)地热资源尚有待勘探，已探明地热储量约为30亿吨标准煤，现已利用的相当于30多万吨标

准煤；  

  (f)开发海洋能：重点在缺电而又蕴藏潮汐能的地区，开发建设中、小型潮汐电站，以取得发

电、养殖、围垦等方面的综合效益，继续开发波浪、潮流、温差、盐差能利用技术，并建立示范电

站。  

  13.58追踪国际先进水平，加强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展固有安全系统

和快增殖核反应堆、受控核聚变、氢能源系统、超导发电和燃料电池等能源技术的研究，加强光伏

材料、光化学材料以及其它特殊材料和设备的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善研究条件，提高科研

人员的研究水平。  

  13.59本方案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研

究和示范工程建设，以优惠条件引进国外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强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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