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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节能降耗的形势与对策

作者：孟岩 文章来源：网络搜集 更新日期： 2008-1-11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实现GDP能耗降低20%的指标。吉林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30%的目标。要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必须对吉林省当前的能耗现状有清醒的认

识，明确节能降耗的思路，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保吉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一、当前吉林省的能耗现状  

    

  “十五”时期，吉林省经济规模实现了迅速扩张，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821.19亿元扩大到20

05年的3620.27亿元，五年GDP年均增量为359.82亿元，超出“九五”时期的年均增量202.89亿元。经济的

快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增长，据吉林省能源平衡表显示，2005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为5957万吨标准

煤，比2000年3655万吨标准煤增加2302万吨，增幅为63%，年均增长10.3%，比同期全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

增幅高0.2个百分点。“十五”后期，吉林省万元GDP能耗水平有所下降，但2005年吉林省万元GDP能耗1.65

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高出35%，在全国30个省份中排第20位，与能耗水平较低的广东(0.79

吨)、北京(0.80吨)、上海(0.88吨)和浙江(0.90吨)等省市相比差距仍较大。万元GDP耗能1.65吨标准煤，

意味着吉林省消耗1吨标准煤创造的GDP价值是6060元，仅相当于全国的74%、广东的48%。可见，吉林省的

能耗现状不容乐观。  

    

  二、吉林省能耗高的主要原因  

    

  吉林省万元GDP能耗不但与沿海一些省份相比差距较大，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主要是与吉林

省历史形成的耗能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吉林省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

效率低、节能意识淡薄等有直接关系。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吉林省是耗能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近年来虽逐步进行调整和优化，但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首先，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工业仍是能源消费的主体，耗能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比

重偏低。2005年，全省工业企业终端能源消费4017.6万吨，占全省能源终端消费总量的68%。其次，从工业

内部结构看。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重工业的增长来拉动。2005年，吉林省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全部工

业的比重高达79.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轻工业仅占20.2%，轻重工业比重明显不合理。最

后，从行业产出比看。高能耗行业能耗比重高，产出比重低。2005年，吉林省冶金、电力、造纸、建材和

化工等高能耗行业共消费能源3293.2万吨，占工业部门消费总量的55.9%，而实现的工业产值仅占全部工业

的24.8%。  

    

  (二)工业产品结构不合理。从产品结构看，由于吉林省工业长期以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初加工为主，吉

林省的工业经济形成了传统产品多、新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少及初级化、低层次产品多，和低能耗、高

附加值产品相对较少的特点。在终端消费品市场上，吉林省工业产品除汽车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外，其

他终端产品少，市场占有率低。从2005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反馈情况看，在电子、通讯等19种高技术产品

和10种耐用消费品中，吉林省仅能生产6种，并且大多数产品吉林省占全国的比重不到1%。  

    

  (三)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合理。从吉林省一次能源生产构成看，2005年生产原煤2715.1万吨，占全

省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58.8%，而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生产量所占比重相对偏低。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结

构，抑制了优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能源工业内部看，缺少深加工和精加工能源产品，结构性矛盾比较

突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比如，从消费结构看。一是煤炭消费比重过大，煤炭消费总量占

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具有以煤为主的低级消费特征。二是居民燃煤较为分散，集中供热比重不

高，不仅浪费能源，而且对大气环境污染破坏较为严重。三是第三产业特别是农村能源消费水平低，吉林

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仍以薪柴为主。四是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等优质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所占比重偏低，

不利于节能。  

    

  (四)能源利用效率低。据吉林省节能检测中心对全省200余户重点耗能工业企业的实际监测，吉林省平

均能源利用率仅为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比上海市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约低20～30个

百分点。从主要产品单位能耗看，比全国平均水平约高15%左右，比先进省份高20%。可见，吉林省能源利

用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中的高消耗、低效率现象还相当严重。  

    

  (五)节能意识淡薄。近年来，由于能源供需相对宽松，人们的节能降耗意识逐渐开始淡薄，尤其是部

分地区和企业忽视节能降耗工作，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对节能的投入少，节能更新改造步伐缓慢，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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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意识不断抬头，跑冒滴漏等浪费能源现象比比皆是。  

    

  三、吉林省节能降耗的主要方向  

    

  (一)优化产业结构。影响吉林省能耗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吉林省节能降耗工作要

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条主线。一是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重点应是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特别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二是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应发展能耗相对较低的轻纺工业、精细化

工工业、农产品加工业，从而不断提高轻工业的比重，以逐步改变吉林省偏重型的工业结构。三是调整工

业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和生产低能耗、高附加值产品，选择有市场前景、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大的高新技

术项目。  

    

  (二)改善能源品种结构。在吉林省能源消费中，煤炭占相当大的比重，水电、天然气所占比重很小，

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几乎是空白。这种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既非常落后，也不利于

经济发展的安全与稳定。为此，吉林省能源生产和消费应走多种能源相结合之路，近期以煤为主，加快原

煤的有效利用研究，同时大力推广运用可再生能源，加速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的开发利用，不断增

加清洁能源比例。  

    

  (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实现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最

小的污染获取最大的发展效益。因此，吉林省节能降耗，必须同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一方面应积极研

究与开发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无害或低害的新工艺、新技术，努力降低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

使全省资源和能源得到最 大程度的利用。另一方面政府要从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试点地

区和生态工业园区给予积极支持，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循环经济的各项要求，使吉林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节约

型发展的良性循环中。  

    

  四、吉林省节能降耗的主要措施  

    

  近年来，吉林省经济增长较快，但从根本上看，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经济增长

方式。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切实把节能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来抓，不断加强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能源效率水平监测体系，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争取在重点领域的节能降耗上取得突破，使吉林省走上能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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