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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研究 ( IV )

建立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
的政策措施及发展模式3

王革华①

(农业部能源环保技术开发中心) 　　
贺　亮
(农业部) 　　

邓可蕴
(中国能源研究会)

摘　要　根据我国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和建设方针, 总结、分析了农村能源建设的经

验。按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 提出了分阶段能源资源节约、开发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战略

重点和支持政策。并系统地探讨了县级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的成功模式, 指出了农村能源建设的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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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能源的发展目标是建立起经济、环境、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地区能源

系统: 即在生态环境代价最小的前提下, 增加能源供应量, 基本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

居民对能源的需求[ 1, 2 ]; 大幅度提高各种能源资源使用效率; 努力降低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

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数量; 建立农村能源市场, 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村能源生产和技术服务体

系[ 3 ]。发展的战略重点是: 2010 年以前, 首先将提高能源 (使用和开发的) 效率做为重点, 同

时稳步增加商品能源供应, 以保证农业现代化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 重视可再生能源技术

和产品的商品化, 增强竞争能力, 尤其是生物质能源的高科技利用。2010 年之后, 增大现代

技术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的消费份额; 扩大县级农村能源综合建设规模; 结合能源优质化利用

和工农业有机废物的治理与开发, 促进我国农村中小城镇的现代化进程。

1　农村能源发展的政策保障

为实现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 在不同发展阶段, 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

来保障。

1. 1　1996～ 2010 年阶段

农村能源建设应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策略, 加快建立和健全政策保障体系。

1. 1. 1　实行有效的投资和税收政策, 支持农村能源事业的发展

1) 国家对农村能源建设要有投资计划, 分阶段投入基本建设低息贷款和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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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信贷优惠政策。实施农村能源和节能的高新技术进步项目, 应按照国家有关产

业政策的规定予以扶持, 从节能专项渠道申请资金贷款, 并优先给予信贷优惠。

3) 对公益性强而经济风险较大的农村能源建设事业, 采取低税收、零税率、高积累政

策, 逐步提高其再投入能力。

4) 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投入机制。农村能源建设要结合村镇、农田、林业等

建设, 制定各种鼓励政策, 引导农村企业、集体、群众集资入股, 包括从国家石油进口税、地方

税收、科技发展基金、扶贫基金、银行信贷、支边资金、农业基本建设和利用外资等渠道争取

资金, 用于农村能源建设项目。

5) 建立农村能源发展基金。鉴于农村能源建设直接支持了生态环境的改善、造林绿化

工程、节约了煤油电商品能源, 因此, 建议从环保罚款、木材及商品能源销售利润中提取一定

比例的资金, 以及吸引国内外资金, 逐步建立国家农村能源基金。

1. 1. 2　加强农村能源法制建设

1)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农村能源的法律 (如“节约能源法”等) , 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

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和实施保障制度。

2) 建立农村能源技术、产品和工程的监督、检查体系及评价审批制度。有关的产品和设

备依其商品化程度逐步实行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3) 要制定政策, 对从事农村能源技术推广的人员定期组织技术职称评聘和级别提升

等, 以保证农村能源技术干部队伍的稳定。

1. 2　2010～ 2020 年阶段

应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实行与国际市场接轨为目标的管理体制, 用经济杠杆, 强

化技术监督管理。

1) 以优惠的投资政策支持技术的商品化, 利用税收杠杆, 鼓励和吸引社会投资, 支持有

利于技术进步、发展高效、优质能源的技术开发和重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服务体系建

设。

2) 支持股份制企业的发展, 推进生产规模经营, 并与国际市场充分接轨。

3) 强化技术监督手段, 建立产品质量监测、监督体系, 统一农村能源市场法制化管理。

1. 3　2020～ 2050 年阶段

农村能源产业和市场全面发展。这一时期农村能源的发展一靠法制、二靠科技、三靠市

场。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下, 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持续推进农村能

源事业的发展。

2　农村能源发展模式

2. 1　县级农村能源综合建设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县级农村能源综合建设模式[ 4 ] , 在各个发展阶段均被专家们首先选择。综合建设是以能

源为出发点, 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为原则制定规划。以规划为基础, 在县政府的调控和

多部门的合作下实施。在实践中注重技术的优化组合, 积极发展产业, 与农村脱贫和两个文

明建设密切结合, 从而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群

众的广泛重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研究、试点和推广, 证明该模式思路正确、操作合理、效

果突出, 是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成功模式。目前全国已有 350 余县开展了此项工作,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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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规模推广的条件。

2. 2　全面推进农村能源综合建设模式

到 2010 年, 争取有 40 % 的县开展农村能源综合建设; 2010～ 2020 年阶段, 以企业和非

政府组织为实施主体大规模推进, 争取全国有 80 % 的县实施农村能源综合建设。

21 世纪开展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的特点是:

1)变成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县政府的自觉行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确

立、完善,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的国家计划成份将逐步消失。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和试点

推广, 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使各地区自觉按该模式工作成为可能。

2)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将成为重要推进力量。农村能源综合建设不仅具有社会公益的特

点,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将不断产生新兴产业, 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 将不断吸引企

业和社会团体参与, 并成为推动力量。

3)更加注重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在市场经济中, 必须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才能使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具有生命力, 因此, 它是以效益吸引农民、吸引企业。

4)优先发展优质能源转换技术和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清洁方便的气体燃料和电力技术

将是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的优先选择。同时, 农业生产废弃物的能源转化和多层次综合利用也

将作为发展重点, 以适应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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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energy stra tagem and deve1op ing p rincip le of ru ra l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th is paper summ arized and analyzed con scien t iou sly the experience of ru ra l

energy developm en t in Ch ina stra tegy em phasis and supo rt ing po licy in d ifferen t stages ac2
co rd ing to the condit ion of m arket econom ic system refo rm w ere p ropo sed. T he succeed

m ode of coun ty fo r in tegra ted con struct ion of ru ra l energy and the d irect ion of ru ra l energy

developm en t w ere g iven o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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