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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慎重看待能源效率水平评价的国际比较 
 

戴彦德 朱跃中 

 
  在进行中外能源效率水平比较时，媒体常常会引用这样的说法，如：“我国单位能源创造的

GDP 只是日本的 1／7，美国的 1／4，世界平均水平的 1／2”，“我国建筑物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2
－3 倍”，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应该说，上述表述建立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如果脱离上下文，

简单引用，甚至把它们作为节能潜力分析的依据，则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 
  能效水平评价的常用指标 
  在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效率水平，或者分析节能潜力时，人们通常会采用

单位产值能耗、单位 GDP 能耗（单位能耗创造的 GDP）、单位产品能耗、单位服务量能耗、能源

利用效率、通用产品的能源效率等等指标。概言之，上述指标可归为两类：能源经济效率指标和

能源技术效率指标。 
  （一）能源经济效率指标 
  国外常用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来表示，它包括前面提到的单位产值能耗、单位 GDP
能耗（单位能耗创造的 GDP）、单位产品能耗、单位服务量能耗等等指标。从中可以看出，能源

经济效率（能源强度）是某项经济指标、实物量或服务量与所消耗的能源量的比值。在中国，多

表述为：吨标煤／万元 GDP（国家／地区的宏观层面），吨标煤／单位产品（高耗能行业），吨标

煤／单位采暖（或空调）面积（建筑物用能）。一般而言，能源强度越低（如：万元 GDP 能耗、

单位产品能耗），说明该国家（或地区）的能源经济效率越高。 
  （二）能源技术效率指标 
  狭义的“能源技术效率”指“能源系统效率”，能源系统效率是指在使用能源（开采、加工、

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的活动中所得到的有效能与实际输入的能源量之比，一般用百分率表示。

能源系统的总效率一般由能源生产和中间环节效率（包括能源生产过程用能加工转换效率和贮运

效率）和终端利用效率组成。也有人主张把能源开采的回收率包括在内，但是，能源开采效率的

定义难以确定。一方面对资源开采中所占用资源总量的界定不清；另一方面各国的资源禀赋条件

不一样，采收率的高低除了与技术水平有关，还取决于资源的赋存条件。 
  把开采效率视为能效的一部分，是从王庆一先生开始的，但难以有比较明确或准确的定义。

从资源量的定义看，我国沿用了前苏联的分类方法，在这里，资源量并不是国外定义的经济可采

储量，相当一部分是估算或分析性的。在计算采收率时，王庆一先生将之定义为资源的开采效率，

实际上，开采效率除了与开采技术有关，更重要的是与资源的埋藏条件有关，许多时候，开采效

率高并不意味着技术水平高。另外，现在开采不出来，不代表将来也开采不出来，比如煤炭大矿

开采后的边角，小煤矿还可以采。石油就更是如此。目前国际上用于比较分析的能源效率指标是

能源生产和中间环节效率与终端使用效率，即“能源生产和中间环节的效率与终端利用效率的乘

积”。 
  单位 GDP 能耗指标说明了什么？ 
  利用能源技术效率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不同国家的能源生产、加工转换和终

端利用的能效水平。但该方法需要有全面、详尽的技术和能源数据基础。因此，人们也常用“单

位 GDP 能耗”，只要将当年的能源消费总量除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可以计算出“单

位 GDP 能耗”，而且这两个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单位 GDP 能耗反映了由技术水平、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等多方因素形成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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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和经济产出的比例关系。采用“单位 GDP 能耗”进行国际比较，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

进行各国货币价值之间的换算。官方汇率常常不能准确反映各国实际经济价值状况，汇率的变化

可以使一些国家的 GDP 能耗一下子就可以出现巨大的变化。 
  也有意见认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单位 GDP 能耗可能比较接近实际，但中外学者对

PPP 的折算系数也有不同见解，如：世界银行对美元与人民币的折算系数为 1 美元≈1.78 元人民

币（按照日本能源数据和模型中心（EDM）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提供的 PPP 折算系数

（按 1995 年价美元计算）：1 美元≈1.78 元人民币），而中方学者则认为此换算系数高估了中国的

经济总量，认为 1 美元折算成 3－4 元人民币比较合适。 
  前文提到的“我国单位能源创造的 GDP 只是日本的 1／7，美国的 1／4，世界平均水平的 1
／2”是指按现行汇率折算的，如果按 PPP 计算，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因此，无论是用汇率进行

换算，还是用购买力评价进行折算的万元 GDP 能耗，都很难准确反映各国的能源效率水平差距。 
  在进行中外能源效率水平比较时，不宜单一地采用万元 GDP 能耗指标，也不要把它作为节

能潜力分析的主要依据。毕竟万元 GDP 能耗是一个宏观指标，节能潜力分析则要细化到行业、

部门、企业、产品，属于中观或微观的层次，中观、微观的指标则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可比能

耗乃至能源系统效率等等。 
  “我国建筑物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2－3 倍”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目前，人们在分析和评价中国建筑物能源效率水平时，经常会引用“我国单位面积采暖能耗

为发达国家的 2－3 倍”或者“我国单位面积建筑能耗为发达国家 2－3 倍”的说法，其实，上述

说法并不准确，相对准确的说法是“我国单位面积采暖建筑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

2－3 倍”。这里，姑且不论这些提法是否准确，如果以上述差距推断中国建筑节能的潜力，则会

带来很大的误解，使决策层误以为中国建筑物节能潜力巨大。 
  实际上，中国建筑物能源效率标准能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面临着很多挑战，一方面，随着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单位面积的建筑物采暖和制冷用能客观上会不断上升。更重要的另

一方面是，中国的气候条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而气候状况是影响建筑用能的一个最基本

的环境条件。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受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我

国主要的气候特点是冬冷夏热。与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平均气温相比，大体上一月份东北地区气温

偏低 14－18℃，黄河中下游偏低 10－14℃，长江南岸偏低 8－10℃，东南沿海偏低 5℃左右，这

种状况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即便达到同纬度发达国家的建筑物技术能源效率标准，其单位面积建筑

能耗也会比发达国家高，要达到发达国家建筑物能效标准，必须在技术创新上做出更大的努力。 
  因此，分析中国的能源效率水平，一定要根据中国国情，切忌生搬硬套国外情况。 
  技术节能潜力巨大，但能否完全挖掘取决于很多因素 
  工业部门一直是我国的能源消费大户，据测算，目前工业用能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70%
左右。按照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中国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可以预见，在未来

10 多年里，工业用能仍将是我国能源需求的重要增长源，分析、评价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潜力

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强能源管理，

推广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国家重点考核的 11 个主要耗能行业的 33 项产品单耗指标，

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 年来，我国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已在缩小，但总

体上主要工业产品的单耗平均仍比国外高出许多。 
  当然，产品能耗水平也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有些因素不具可比性，不能简单地根据国

内外对比推算该国的节能潜力。我国产品单耗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主要在于： 
  （一）原料和能源品种与工艺路线的差异是造成国内外能效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以煤为主

的能源结构，使得不少工业产品的生产原料、工艺路线与能源设备效率与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和

燃料的相比，能效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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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备或生产规模偏小是导致产品单耗降低的重要因素。企业或装备的规模是否达到经

济规模，对能源效率有很大影响，经济规模与现代化的先进工艺和技术是密切相关的，许多高效

先进的工艺和技术本身就要求达到经济规模。 
  （三）技术装备落后是我国能效水平偏低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机电工业水平，尤其是通用

设备的使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工业锅炉、风机、水泵、电机的效率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

大差距，加上使用时的管理问题，实际应用效率更低。 
  按照国内有关机构的研究成果，近、中期我国市场上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技术节能潜力大

约为 1.5－2 亿吨标煤，但能否真正挖掘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最近三四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些地方新上了小火电、小钢铁厂、小焦化厂，虽然暂时满足了 GDP 增长，但给以后的能效水

平改进乃至环境保护又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度。 
  基本结论 
  （一）在进行能源效率水平的国际比较时，需要采用多种指标，不宜单一采用 GDP 能耗（能

源经济效率）指标； 
  （二）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GDP 能耗的变化，反映了其系统能源经济效率的变化，可以作

为评价其节能进展的指标。但用作国际比较时，并不能反映各国实际能源效率的差异。首先是汇

率的影响不可比，即便是购买力平价消除了汇率不可比的影响，也会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

同、消费水平的不同，而不可比，因此，不宜采用 GDP 能耗指标进行国际比较。 
  （三）进行节能潜力分析，需要采用综合指标，产品单耗等具体的能源经济效率指标和能源

技术效率的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四）我国节能的潜力仍然巨大。通过技术改造可以明显降低能耗，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在新建设施和生产能力中，采用先进高效低耗技术和设备，注重能效规模经济，对我国持续提高

能效水平有重要意义。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对减缓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有重要影响，在一定意

义上是提高能源经济效率的基础。但采用先进技术，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实现工艺、技术的升级

换代，仍然是产业部门挖掘节能潜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