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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既积极做好开源工作，又优先做好节约工作。具体思路，

进一步加大国内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开发水电，加快发展核电，鼓励

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稳妥地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积极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增加

和保障供应，以保障“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加强需求管理和节能规划实施

●建立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效目标

要在科学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多方论证达到共识，设立国家可持续能源需求总量和能

源效率社会控制目标，建立可持续的能源需求和能效变化预警指标体系，使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目标和多层次多领域的能效技术和经济目标，成为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的具体内容。

●向低能耗方向有效调整产业结构

将能源效率指标作为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量化指标，落实到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工程设计、

验收指标体系中。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要使引进项目和新建项目的能源效率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提升引进技术的门槛，杜绝国外处于淘汰地位的落后低效技术和产品盲目引进，

倡导一流、高效技术的引进，推动产业技术水平向有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从源头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水平，降低能源消费。

●向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引导能源消费

目前我国的节能法律和法规不完善，节能投入不足，使公众接受节约型消费意识存在极大障

碍。“十一五”期间，要在建立公众节能意识方面有所突破。要安排一定的财力支持开展大规

模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引入先进的、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念和生活理念，明

确建立在新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合理的消费选择。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激励机制

要把能源价格体系合理化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要改变过去对价格的管理着重讨论生产成本变

化而较少引进外部成本的倾向。应抓紧研究能源消费税的可行性，适时推行。要尽快实施和

完善燃油税。制定节能产品鼓励目录，对生产和使用目录的产品和企业实行减免税政策。探

索对采用先进、高效的节能设备，实行特别加速折旧的政策。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节能管理体系

强化各级政府的节能管理机构并使其职能法制化和规范化，建立政府节能管理机构与相关政

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节能政策的落实首先要从组织上落实，改变目前政府节能管理

人员过少和社会节能服务机构少、能力弱的现状。进一步推进能源管理、能源服务、能源监

测和监督系统的能力建设；实施重点用能企业的能效水平评价和公报制度，建立起较完善的

能源统计体系；积极探索在公共财政框架内持续支持节能能力建设的扶持政策，增强全社会



的节能能力。

■深化能源供应领域改革

在煤炭发展上，对煤炭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目标应进行重新思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煤炭生产的安全问题和相应的长期环境影响将明显影响煤炭生产

能力的扩大，“十一五”期间，煤炭的增产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必须尽快考虑有明显替代效

果的其他发电能源的发展问题，以减轻煤炭发展的压力。

油气领域，“十一五”期间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开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准入管制，鼓励非国有经济

进入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领域，促进市场竞争。进一步剥离企业行使的政府职能，使企业

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营。要进一步加强石油行业的监管，完善资源矿产权的管理，打破

勘探区域的划界、矿权登记，建立有序的、竞争的勘探开发市场，促进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

和开发。进一步改革石油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市场化的石油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电力行业要着重处理好电网和电源相互协调的发展问题，进一步拓展电力投资来源，确保协

调发展。要继续推动电力行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通过合理的平等的行业引导和竞争，

提高进入电力行业的效率门槛，用技术和经济的效益竞争取代行政性竞争。要重点解决电力

建设和市场需求经常脱节、电力系统经济效率低下及电价居高不下的问题。按照目前的电力

建设速度，“十一五”期间电力短缺的问题应该得到比较明显的缓解，但现在这种各电力公司

和其他投资方跑马圈地竞相投资，电力建设无序现象严重，电力投资回报期望过高，一旦出

现电力供需平衡趋势，必然爆发恶性竞争。

■切实推动能源结构优化

切实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的发展尽快进入

快速增长阶段。要尽快推动有关天然气发展政策和法规的完善工作。随着天然气进入发电领

域，要及时研究和开展分布式发电技术的应用和制定相应的政策。

核电要力争多上，尽可能使新开工规模超过千万千瓦。而且，要形成核电连续快速开工建设

的机制。核电后十年的目标不应局限于 4000万千瓦，应该设想在 2020年或稍后一些时候使

我国的核电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前景。

以我国的幅员和电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我国2020年的风力发电至少可以搞到几千万千瓦

（可以设想 35千万千瓦）的规模。只要理顺价格机制，风电的发展完全可以加快速度。

■建立可靠的能源数据体系，支持宏观决策

可靠的能源基础数据体系有助于政府的宏观决策。能源项目具有投资大、周期性长的特点，

能源基础数据的不可靠会影响能源决策及能源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西方国家多采用抽样调

查、案例研究等方式获取宏观能源数据。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其地区差异、行业差

异、企业规模差异使得抽样调查与案例研究很难由点及面、完整地反映我国总体的能源状况。

因此，发挥已有的能源统计系统的作用，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特色的能

源基础数据获得方法与手段，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