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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初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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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

调、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能源问题的严峻挑战。能源问题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

全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大问题。甚至有人预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将因能源短缺而被迫中断。能源短缺的确已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数据显示，2004年全年进口石油约达1.2亿吨，进口依存度接近50％；拉闸限电省份增至24

个，仅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的最大电力缺口就达2983万千瓦，全年因电力短缺降低GDP增速0.5个百分点；虽然全年预

计原煤产量突破18亿吨，但由于运输、价格等原因，全国电厂的平均库存煤仍不足15天的警戒线。 [ ]   

  一、我国能源现状再回顾  

  资源、能源、环境与生态条件已成为约束产业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经过200余年的工业生产，地球不可再生的资

源、能源已被大量消耗掉，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已经达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在

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对能源的需求也在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从1993年开始，我国已由石油净出口

国变为净进口国，并且石油进口以每年4%左右的速度上升。尽管我国的煤炭资源储量丰富，截至2002年底，我国探明可直

接利用的煤炭储量为1886亿吨，占世界煤炭探明储量的19.2%，居世界第三位。  但是开采条件差，可供建井的储量严重

不足。对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其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我国GDP单位产出的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

耗比国外平均水平高 40%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下，由“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直

接引发了“三荒”（煤荒、电荒、油荒）的出现。能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据预测，按目前的经济发

展速度，至2050年我国人均能耗将达2.5吨至３吨标准煤，那么国内能源总需求量为40亿至48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字相当

于20年前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中国正处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阶段。正从过去以第一产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农业

国，迈向第二产业主导国民经济工业国。第二产业现在仅占国民经济的50%，尚未实现由第二产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阶

段。 [ ] 中国正在迈向工业化，在这一转折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采用各种先进技术来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并且为

我国社会向信息化过渡提供人财物的准备。要实现这一转折的顺利进行，即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要扩充能源，消耗资

源。  

  另外，现阶段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世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一半，只有日本的1/8，美国的1/13。世界各国发展的

经验证明：在工业化时期，对人均能源消费将增长迅速。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在今后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能源

需求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呈稳步增长趋势，而我国的能源储存不足以满足我国的能源需求，能源短缺现状严重，不足

以支撑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所有的文明社会都依赖于稳定、可持续性和秩序”。   

  二、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现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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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解决我国的能源短缺应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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