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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的农村能源战略 多样化和可替代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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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外部商品能源输入为主与发展农村内部可再生能源相结

合”的原则，不断推进农村能源的经济化、商品化和优质化进程，建设符合农村特点的能

源多样化和可替代性的发展道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稳定、可靠、经济、安全的能源保障。农村能源对提高农村生

活质量、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农村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农村能源作为国家整个能源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

然影响到我国能源供求形势，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公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 

目前，我国农村能源基础设施落后，依靠传统的能源很难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农村能源紧缺的矛盾还将进一步的显现。以2007年相关数据为例，国家电网公司经营

区域内的户通电率为99.87%，无电户大约20万户；南方电网公司系统供电区域内无电户30

万户；再加上不在上述两大电网公司服务范围内的无电户大约在30万户，全国无电户总数

超过80万户。 

可见，农村能源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能源的发展问题，还关系到能源利用的公平性问

题。向农村持续提供优质充分的能源及服务不仅是建设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更

是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力。因此，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农村能源问题非常

必要。消费特点及存在问题 

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现状呈现三大特点： 

一、农村能源消费总量中，生活用能规模超出生产用能。2005年，生活用能所占比重

达56%，生产用能比重占44%。现在，这种比重失衡的特点更加明显。 

二、我国农村能源消费不断增长，但生活消费仍然以传统燃料为主。从2000年至2007

年，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率为4.0%，其中，商品能源年均增长率为6.7%，

非商品能源年均增长率为3.4%。同时，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也一直在增加。 

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农村能源消费新的增长点。“十五”期间，农村沼气进

入了健康稳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农村沼气用户已累计近2650万户，年产沼气达102

亿立方米；农村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达4286万平方米，比2000年的增加了3178万平方米，

年均增长21.3%；太阳灶保有量达112万台，年均增长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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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能源消费存在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能源的消费地位和层次低。从总量上看，农村能源的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

总量的比率从1998年的50.84%，减少到2006年的37.1%。农村人均生活用能不到城镇的一

半，农村生活用能中传统非商品性用能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其次，用电水平较低，电力发展滞后。2006年，城市人均生活用电量约为400千瓦

时，而农村平均生活用电量不足100千瓦时，农村用电水平明显偏低。 

再者，能源消费存在明显的地区、城乡差距。从2005年农村人均年用电量看，东部地

区用电量为970.9 kwh，是中部地区的5.6倍，西部地区的6.0倍。2006年，农民年人均生

活用电量大约为100KWh，北京市最高，为434KWh，是西藏农民年人均生活用电量的14倍

多。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的能源消费几乎和城市接近，但是中西部地区、边远地区的城乡差

距非常大，城乡二元能源消费结构非常明显。 

还有，农村能源服务体系非常滞后。煤炭和液化石油气等能源在一些地区的农村生活

能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供应、服务网点还不完善。此外，农村沼气、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灶、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设施缺乏配套的服务体系。 

战略统筹与调整优化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能源需求

数量和结构将发生明显改变。新农村能源建设不能延续过去资源耗竭性的发展模式，改善

农村生产和生活用能条件，发挥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资源优势，利用小水电、太阳

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增加电力供应,实现农村燃料的商品化和清洁化，

提高电力及可再生能源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这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缓解环境压力

的关键出路。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能源资源相对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在全国占有很大的优

势。西部地区(含湘西、恩施、延边)农村水电资源可开发量为8694.7万千瓦，占全国农村

水电资源可开发总量的67.7%。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 

然而，从目前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看，除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外，

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极低。 

在探索我国农村能源发展战略过程中,首先应该提高对农村能源的认识，确立农村能

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各地区政府应把农村能源建设纳入经济和

社会建设规划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去，统筹城乡能源发展，确保农村能源与社

会经济资源协调发展，在国家整体能源发展战略指导下，确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农村能源

战略目标、方针及供求结构。 

综上分析，我国农村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为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目标，在我国能源发展整体战略背景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人口发展变化的要求，按

照“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外部商品能源输入为主与发展农村内部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

原则，统筹城乡能源发展系统，优化农村能源供求结构，不断提高电力在农村能源消费中

的比重，发挥各地区资源优势，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推进农村能源的经济化、

商品化和优质化进程，建设符合农村特点的能源多样化和可替代性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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