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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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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内涵, 以县域的经济- 能源- 生态复合大系统的持续协调

稳定发展为总体目标, 提出了农村能源系统的效益、效率、发展变化率、系统协调度、发展潜力

和农村能源系统支撑体系等评价指标, 建立了县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可对其持续发展能力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动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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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theo ry and conno ta t ion of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a imm ing at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ic2energy2eco log ica l in tegra ted system , the eva lua t ion

ind ica trix on the efficiency, the varing ra te, the harm on iza t ion degree and the develop ing

po ten t ia lity of ru ra l energy system and ru ra l energy suppo rt ing system w ere cho sen to es2
tab lish eva lua t ion ind ica trix system of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of ru ra l energy in coun ty,

so tha t it can be u sed to eva lua te and p red ict the su sta inab le develop ing po ten t ia lity and

develop ing trend of ru ra l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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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农村能源建设经过单项工艺技术小规模的示范推广, 已进入县域范围的综合建设

阶段〔1〕。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代表不同类型的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县 100 多个, 对县域

范围的农村经济、农业生产、能源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 面对来自资源和人口的双重压

力, 如何实现农村能源的持续发展, 建立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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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系统, 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能源建设之路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本项研究从持续

发展的角度, 提出县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评价和预测农村能源的

持续发展能力和趋势提供理论依据。

2　农村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农村能源系统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强调农村能源系统的整体性、协调

性, 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保证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实现能源建设与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和资源相和谐。它不是追求单项效益最高, 而是实现系统综合效益最佳和能

源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协调发

展〔2, 3〕。

农村能源的载体是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农村能源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村能

源中生物质能源占相当大的比例, 合理利用生物质资源是农村能源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开发

利用生物质资源过程中, 必须限制在负荷的阀限内, 保证生物资源及生物支持系统的持续

性〔4〕。

在农村能源建设中, 要达到持续发展, 需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能源供应与消费、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特点, 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 使农村能源建设与农业的持续发展相结

合, 把农村能源建设纳入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 实现农村能源与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

3　县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内涵, 从农村能源的系统效益、系统效率、发展变化率、系统协

调度和农村能源系统支撑体系等方面选取指标, 建立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 以期对农村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预测。

3. 1　指导思想

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立足于县域范围的农村能源建设, 与现

有社会、经济、能源、生态环境相适应, 以县域经济- 能源- 生态复合大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

为总体追求目标, 制定出一套具有较强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并能够反映农村能源发

展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易与国内外的一些指标体系相衔接,

实现农村能源评价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定量化。

3. 2　基本原则

1) 使能源的开发利用在资源负荷的阀限内, 保持生态平衡, 保证生物资源及生物支持

系统的持续性, 实现社会经济效益、能源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2) 从经济、能源、环境三方面效益统一的角度反映县域农村能源系统的总体状况和发

展趋势。

3) 选取能够评价系统动态变化的指标反映发展趋势。

4)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选取易于量化的指标。对于管理和宏观方面难以量

化的指标, 通过其他相关指标间接反映。

5) 突出农村能源供应的数量、质量及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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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量与国内外已有的评价方法和指标相对应, 使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和可衔

接性。

3. 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选取了系统效益、系统效率、发展变化率、系统协调度和

系统支撑体系等方面指标, 构成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见附图)。

附图　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1) 系统效益指标

农村能源系统效益可用能源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来评价。

能源效益体现能源供应状况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其评价可从农村能源的供应水平、能源

质量两方面进行, 指标侧重于能源供应量和能源供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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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包括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污染物减排效果, 可选取污染物排放总量、废水治

理率、废气治理率、水土流失治理率、森林覆盖率、土壤肥力等指标进行衡量。

经济效益主要是从农村能源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带来的间接效益进行分析, 可选取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等常用的经济统计指标表示。

2) 系统效率指标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公平、效率和生态持续性, 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村能

源的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充分增加能源的供应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规模化开发利用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 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能源效率, 使一次能源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实现能源的

清洁、无污染使用。

农村能源系统效率的评价可侧重于能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效率。因而

评价指标选取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单位产品能耗、农村能源系统综合产投比和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等几项指标。

3) 发展变化率指标

为对农村能源系统的变化趋势能进行动态评价和预测, 选取了能源供应、消费、环境质

量因子、经济要素等逐年变化率指标以反映出农村能源系统的发展趋势。

4) 系统协调度指标

农村能源系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 (PR EE ) 的一个次级子系统, 是一个多要

素、多层次的开放系统。农村能源对农业系统能流和物流的输入- 输出调控和结构调控影响

着农业系统的效率, 是农业生态系统协调稳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 农村能源系统协

调发展能力可选取能源供应比例、能源发展均衡度、产业构成比例等综合性指标进行评价。

5) 发展潜力指标

对农村能源发展潜力的评价侧重于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故而选择了能源开发度、年

人均耗能量和能源利用率等指标。

6) 农村能源支撑体系

农村能源支撑体系一般由支持功能的硬支撑和调控功能的软支撑两大系统组成。硬支

撑系反映农村能源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软支撑为反映农村能源系统内部小环境和社会大环

境对农村能源发展的促进与制约。

①硬支撑体系

包括产业和技术两方面。

农村能源产业是随着农村能源建设进行到一定阶段、一定深度的必然产物, 是农村能源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体现。农村能源是弱质性、公益性事业, 为保证农村

能源建设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需要标准化、系列化的农村能源产品和专业化的施工与服务

队伍, 因此, 农村能源的产业建设是农村能源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技术反映了农村能源的

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先进适用的农村能源技术, 是促进农村能源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的基础。作为县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硬支撑体系指标的选择可侧重于产

业规模、技术的科技含量与先进性以及农村能源机构的技术素质、技术推广服务网络等方

面。

②软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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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管理和信息两大要素。

管理在软支撑体系中是起主导作用的。管理包括各级政府对农村能源建设的政策导向

和在不同层次上依法对农村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推广应用的宏观调控以及对整个农村能

源发展的规划和结构的调整。信息是为农村能源系统发展所能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和信息

质量的高低, 及其服务系统。随着农村能源的进一步发展, 信息对农村能源发展的支撑作用,

将越来越显得重要。

软支撑体系的指标在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属于难以确定与量化的

指标。对其选择力求能反映农村能源的管理水平和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 可通过其他相关的

量化指标反映这方面的特征。

县域农村能源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旨在为实施农村能源管理提供标准

和依据, 为评价和预测农村能源发展趋势提供理论依据, 以促进农村能源、经济、生态环境的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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