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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能源发展战略——中国，你做何选择？ 

王家诚 [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2003-08-06 

   王家诚，研究员，现任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专家，从事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问题研究，专长于宏观能源经济、能源政
策、石油发展战略、能源建设项目评价、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等研究工作，以取得科
研成果和著作近150项，13项获得国家和部、委及科技进步奖。 

  长期以来，能源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能源问题解决得好
不好，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在1982年10月同国
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
农业也是重点。”所以，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和研究能源发展问题，对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的能源生产能力有多少？能源制品到底有多少？ 

  随着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初继续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能源工业要实现新
的突破。西部能源基地将形成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完整的体系，海上石油开采也将有
新的进展，用以弥补东部地区陆上石油的不足。但受到油气资源量的制约，石油和
天然气产量的增长速度有限，国内一次能源供应量的增加仍将主要依靠发展煤炭、
水电和核电。具测算，到2050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可达到35.4亿吨标准煤，其
中，原煤33.5亿吨，占67.7%；原油2.3亿吨，占9.3%；天然气1500亿立方米，占
5.6%，水电11540亿千瓦小时，占4.5%。在整个21世纪上半期，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结
构仍将以煤炭为主，有明显变化的是水电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例将超过原油，水
能资源的开发程度将接近60%，电力能源结构仍将以火电为主。 

  由于能源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增长，我国国内能源供应的缺口量，
在21世纪初期将超过1亿吨标准煤，2030年约为2.5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约为4.6亿
吨标准煤，规模约占年能源需求量的十分之一。 

二、中国石油紧缺到什么程度？解决石油问题的出路何在？ 

  在中国能源供需结构中，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最为突出。“八五”期间，全国石
油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94%，而石油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基于石油生
产量的增加远低于石油消费量的增长，我国不得不减少石油出口，增加石油进口，
1993年起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
环境污染的迫切要求，我国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将继续出现较快增长，石油需求年
增加量将超过500万吨。而预计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增加量只能达到100-200万吨，石
油供需缺口量将从2000年的5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的16000万吨。 

  解决石油问题的出路，简单地说有两条：一是通过贸易途径直接从国际市场购
买石油；二是挖掘资源开发和节约潜力，采取替代石油进口的战略。近年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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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市场发展的态势，为我们增加石油进口和储备提供了有利时机。但从战略角度
考虑，应当采取替代石油进口的战略。它有利于国内主要产业和一系列相关产业的
发展，有利于石油供应的安全可靠。这是解决中国石油供应短缺的最佳途径。 

  替代石油进口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到国外投资
开发石油；用煤炭、水电和新能源代替石油；节约用油。 

三、能否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我国现在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近年来煤炭消费量已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以
上。由于煤炭消费量的80%是原煤直接燃烧，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
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发展经济和保
护环境的迫切要求。但是，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由能源资源条件决定
的。在中国的能源资源中，煤炭占绝对的优势。若以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00，那么
煤炭资源量在85以上，水能占12，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3。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能源
生产格局就是以煤炭为主，未来煤炭工业仍将在整个能源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 

  为了完成《“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改善能源生产和消
费结构”的任务，我们应当着重在煤炭生产、加工和利用上作文章，其重点是提高
原煤的入洗比例，减少原煤直接燃烧的数量，增加煤炭用于发电、制气等二次能源
生产的数量，加快洁净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其核心是通过结构优化，提高能源利
用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使经济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四、能源节约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经过科学的预算分析，能源节约对我国实现跨世纪的经济和能源发展目标 ，将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1995年2.33吨标准煤，
降低到2010年的1.25吨标准煤，2030年的0.54吨标准煤和2050年的0.25吨标准煤。
由于节约使用能源可以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所以大力节能、提高能源利用的经济
效益，是我国解决能源问题的突破口。节约能源可被视为在我国与煤炭、石油、天
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能源开发投资。在未来的
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基本格局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
源消耗量减少的直接效果就是煤炭运输量的减少和污物排放量的降低。因此，节能
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各行各业都必须重视的工作，它是我国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五、我国应选择怎样的能源发展的战略？ 

  能源发展战略的总方针应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在能
源开发与能源节约的关系中，节能应放在第一位。这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的重要途径。把节能放在首位，并不意味着忽视能源开发的重要性。中国
能源发展应该走以提高能源利用经济效率为核心的发展道路，既要大力发展能源生
产，又要在不断增加能源供应量的基础上厉行节约。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能源开发应继续遵循“以电力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积极开发油气，重视开
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战略方针。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和能源工业自身发展规律
确定的。在21世纪，电力的战略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充分水
能资源。发展核电，增加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根据资源条件，我国电力工业发展
要遵循“以火电为主，水火电并举，适度发展核电，同步发展电网，提高电力经济
效益”的方针，而我国煤炭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在不断提高煤炭经济效率的前提
下，加强煤炭工业的基础地位，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多种经营，积极出口”。煤
炭资源的开发要逐步实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应当充分发挥国有重点煤
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各自的优势，发展煤炭深加工，优化煤炭产品结构，
积极勘探，开发和利用煤层气资源。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将是下世纪大有可为的能源领域。其“因地制宜，
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究效益”的方针，在指导中国农村地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应用推广方面已经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一能源领域的突破口可选在风力发电和
生物质能发电的研究和开发上。 

  能源节约要遵循“以广义节能为基础，以工业节能为重点”的战略方针。其核
心是提高能源经济效率。据测算，今后几十年间我国年均节能量要达到1亿吨标准
煤。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持之以恒地提倡广义节能，提高能源系统效率，
节约各种经常性消耗物资，节约不必要的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提高能源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调整和优化产业与产品结构。广义节能的重点
就是不断降低工业部门的单位产品能耗。能源进出口要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经
济效益为中心，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多出口煤炭，煤炭代替石
油”的战略方针。由于替代石油进口战略是解决我国石油供应短缺的最佳战略，所
以有计划地采取替代石油进口措施，可以增加我国外汇储备，促进原油生产能力的
增长，并带动与石油相关工业的增长。而煤炭出口，则要多方位地寻找销售市场，
尽可能扩大出口量，占领国际市场份额。 

  能源运输要贯彻“以煤炭运输为重点，输煤、输电和输油气并进，充分发挥铁
路、水运、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发展综合运输系统”的战略方针。运输能
力不足一直是我国能源工业发展的瓶颈。在21世纪初，能源运输要从国民经济发展
的全局出发，考虑交通运输业的综合发展，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寻找自身发展的
重点。扶持增强我国的能源运输能力，即：一是要发展重载列车，提高运煤效率；
二是要实施油品管道运输；三是尽快解决西南、西北地区的能源运输问题；四是推
行煤、电、运一体化建设，争取能源运输的最大效率。 

  能源环境保护要采取“能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广义节能和广义环保相结
合”的战略方针。我国环境污染中以大气污染最为严重，这和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
结构有直接关系。在21世纪，我们更应当坚持持续协调发展的能源环境保护战略方
针，在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下，不断降低单位生产总值和环境污染
量，使环境质量达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中等水平。其中广义环保的主要特点是预
防、治理相结合，间接防治与直接防治相结合，技术防治与经济防治相结合。这是
下个世纪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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