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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袁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遥 要正确处理人口尧资源尧环境的
关系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袁以节能尧节水尧节地尧节材尧能源资
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袁 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
贯穿于生产尧流通尧消费的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遥国际能源界有关部门甚至将节能称为第五大能源袁与
煤尧石油及天然气尧水电尧核电四大能源并列袁足见节能的意
义重大遥
1 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的现状

1.1 能源需求巨大 20 多年经济快速发展袁加上所拥有的
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人口袁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 2 大
能源消费国遥 据有关专家统计袁2004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为19.7亿 t遥 其中袁煤炭 18.7亿 t袁同比增长 14.4 %曰原油 2.9
亿 t袁同比增长 16.8 %曰天然气 415.0亿 m3袁同比增长 18.5 %遥
2001~2004 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高达 9.89 %袁2003 和
2004年分别达到 13.0 %和 15.2 %遥 能源消费剧增直接导致
能源生产快速增长遥 2004年全国 1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18.46
亿 t标准煤袁同比增长 15.2 %曰发电量 21 870亿 kW窑h袁同比
增长 14.5 %曰煤炭生产超速增长袁近 2年年增产量达到 2亿t
以上曰2004 年产量达 19.56亿 t袁同比增长 17.3 %曰原油产量
1.75 亿 t袁 同比增长 2.9 %袁 由此引发能源建设规模日趋庞
大袁电力和煤炭投资等热潮不断遥
1.2 经济增长仍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 能源尧 原材料尧
水尧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袁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遥 我国仍将处在工业化和
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袁资源消耗强度将进一步增大遥面对人
口不断增加尧资源约束突出尧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袁必
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袁否则资源难以为继袁环境难以承
受袁 新型工业化难以实现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就会落
空遥 目前袁我国单位 郧阅孕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猿倍遥
冶金尧有色尧电力尧化工等 愿 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
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 源园 豫以上遥 我国 圆园园缘 年 郧阅孕 相当
于日本的 源怨 豫袁而能耗则是日本的 猿 倍遥 我国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不足 远园 豫袁比国外先进水平低 员缘 %耀圆缘 %曰每万
元 郧阅孕取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源 倍遥 我国用水总量与美
国相当袁但 郧阅孕仅为美国的 1/8遥 目前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加快袁能源尧水尧土地尧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袁资
源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遥为满足各地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袁
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尧物力袁实施野 北煤南运冶尧野 西电东送冶尧

野 南水北调冶等重大工程遥 煤尧电尧油尧运瓶颈制约再度出现袁

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袁铁矿石尧石油尧铜尧氧化铝等进口大幅
度增长袁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扬遥 全国 600多个城市中 400
多个缺水袁其中 110个严重缺水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的国
民经济迅猛增长袁能源的供给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遥走节约
能源尧 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道路是解决能源供求矛
盾的唯一选择遥
1.3 高耗能产业不断上马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难取得

实效 近年我国坚持野 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袁把节约放在首
位冶的方针袁节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遥 但当前一些地方为
了经济增长盲目上大项目尧建公共工程袁以基础建设来拉动
经济增长袁由于很多是重复建设袁这些巨额投资的设施很可
能被闲置和浪费遥 不少企业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粗放的生产
经营方式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袁其主要原因在于结
构不合理袁产品质量差袁能源尧原材料消耗大袁浪费大遥 我国
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 30 %~80 %袁 平均
高 40 %左右遥 近期技术措施节能潜力为 120 Mtce遥 我国的
经济能源强度 渊 产值能耗冤 约为韩国的 3.7倍袁 美国的 7.4
倍袁日本的 12.8 倍袁世界平均值的 4.3倍渊 有经济结构尧汇率
等不可比因素冤 袁 近期产值能耗节能潜力达 300~400 Mtce袁
与先进国家相比袁差距甚大袁说明我国还有较大的节能潜力遥
1.4 能源资源浪费跟不科学尧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
可分 突出表现在生产尧 消费方式不合理袁 占有体制不合
理袁资源使用方式不合理遥资源产权关系不明就会导致节约
意识尧成本意识的缺乏遥体制机制创新要从资源产权关系入
手袁建立严格的资源使用奖惩制度袁通过让当事人承担使用
成本来合理集约使用资源袁并以合理的财税尧价格机制客观
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袁促使全社会节约风气的形成遥
2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对策

2.1 开展节能宣传袁增强节能意识 加强节约能源资源的

宣传教育袁开展形式多样的节约能源资源活动袁提高人民群
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能源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袁 在全社
会强化节约能源光荣尧浪费能源可耻的观念袁通过广泛的社
会宣传袁让节约能源资源意识深入人心袁使节约能源资源成
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袁促成野 节约资源光荣冶的社会氛围遥
2.2 建立健全节约能源资源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通

过政府采购尧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政策袁推广应用节约能源资
源的技术和产品遥 加快建立野 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尧考
核体系和监测体系冶袁以推动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落实年度
节能目标遥 强化节能机制建设袁制定节能型财税政策袁建立
节能投入资金长效机制袁完善能源统计工作袁实行能源资源
效率和最低技术水平准入制度袁实施高消耗落后技术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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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进能源资源节约袁既是缓解能源资源供求矛盾的重大举措袁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尧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遥节约能源资
源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袁也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遥
关键词 能源曰资源曰节约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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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的强制淘汰制度袁 促进建立市场化的能源资源节约
体制机制袁完善政府调控手段袁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
市场环境遥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袁明确能源资源需求总量和
能源资源效率的控制目标袁 研究制定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
的投资尧 价格和外贸政策袁 促进能源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
用遥可以通过行政和技术手段来降低能耗袁通过设立强制性
标准来增加高耗能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遥 在能源资源的管
理上袁最根本的是建立资源使用效率的责任追究制度袁并将
其作为新项目的评价依据遥
2.3 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积极采用先

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袁大力发
展服务业袁切实改变高投入尧高消耗尧高污染尧低效率的增长
方式袁采用当代最先进的节能尧节水技术袁着力抓好重点领
域尧重点行业尧重点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遥 钢铁尧有色金属尧
煤炭尧电力尧石油化工尧建材等重点行业和年耗能万吨标准
煤以上重点企业的节能工作应成为政府重点监管领域遥 形

成技术支撑体系袁依靠科技创新袁推动节约能源资源工作遥
加快建立能源资源技术支持体系袁 加大国家对能源资源技
术开发资金的投入袁 加紧研究开发影响未来能源资源发展
方向的重大技术袁 集中力量研究开发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
率的技术袁依靠科技进步增强节约能力遥
2.4 发展循环经济袁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鼓励企业进行循

环式生产袁倡导社会循环消费袁努力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尧
减量化尧无害化遥 把垃圾回收作为一种职业袁实行行业准入
制度袁既能防止资源流失袁又能安排一批人就业袁不仅促进
了循环经济的发展袁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袁也
必将为节约能源做出显著贡献遥要注重优化消费结构袁大力
倡导节约型的消费方式袁 在消费领域全面推广和普及节约
技术袁合理引导消费方式袁鼓励消费能源资源节约型产品袁
逐步形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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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袁 预计每年的机械增长人口
规模为 6 万人曰根据 1990~2004年自然增长率变动情况袁估
计 2005耀2010 年自然增长率将保持在 5 译的历年平均水
平遥 2010~2020 年袁江宁区将进入稳定高水平发展阶段袁仍
然会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袁但规模相对高速发展阶段较小袁
预计机械增长人口规模为 4万人曰 由于未来南京市人口的
大量定居袁当地自然增长率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袁预计期间
自然增长率水平为 8 译 遥 2004 年末江宁区的总人口为
78.31万人袁将以上各指标值代入公式渊 4冤预测得到袁2010年
总人口为 116.69万人袁2020年总人口为 150.24万人遥
3.3.2 生态足迹总量测算遥 采用如下公式求取规划目标年
可持续发展平衡点上的生态足迹院

EF=N伊ef 渊 5冤
式中袁N 为预期人口总量袁EF为生态足迹袁ef 为预期人均生
态足迹遥 计算得到由生态承载力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点上袁江宁区 2010尧2020 年的生态足迹分别为 2 174 146.89
和 2 627 948.54 hm2遥
3.3.3 预期建设容纳能力分析遥 2010年江宁区生态足迹为
2 174 146.89 hm2袁2020年生态足迹为 2 627 948.54 hm2遥2010
年江宁区计算建设用地容纳能力的相关指标值为院J=123.44
万元/hm2袁E=2.50万元/hm2袁EF=2 174 146.89 hm2袁 代入公式
渊 3冤求得 椎=44 078.15 hm2曰2020年江宁区计算建设用地容纳
能力的相关指标值为院J=424.01 万元/hm2袁E=7.83 万元/hm2袁
EF=262 794 8.54 hm2袁代入公式渊 3冤求得 椎=484 98.43 hm2遥

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确定的可持续发展平衡点的

约束下袁 江宁区 2010 年建设用地的容纳能力为 440 78.15
hm2袁2020年建设用地的容纳能力为 484 98.43 hm2遥
4 结论与讨论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袁 运用可持续发展条件研究区域

建设用地容纳能力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袁1997耀2004 年江
宁区单位生态足迹的产出不断增加袁 单位建设用地的产出
也在不断增加袁 说明江宁区经济增长对资源依赖程度不断
下降的同时袁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也在提高袁江宁区经
济增长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遥

公式渊 3冤中 琢值的含义为院琢越大代表单位建设用地增
加造成的资源消耗越小袁琢 值越小则代表单位建设用地增
加造成的资源消耗越大遥 根据预测结果 2004尧2010尧2020 年
江宁区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能容纳的建设用地面积分别

为 34 460.26尧44 078.15尧48 498.43 hm2袁其面积不断增大遥 对
比可知袁当单位建设用地带来的资源消耗减小时袁区域建
设用地的容纳能力会随之增加遥 为了维持区域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袁2010 年江宁区建设用地的规模不宜超过
44 078 .15 hm2袁2020 年江宁区建设用地的规模不宜超过
48 498.43 hm2遥

该研究存在一些有待探讨的地方遥 如笔者仅以生态足
迹作为判断可持续发展平衡点的唯一依据袁 未全面考虑更
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袁因而袁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
偏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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