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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经验模态分解提取的特征因素 ，揭示了金融危机 、能源政策 、经济周期和能源生产自身发展规律对能

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依据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影响的实际情况 ，从金融危

机和能源政策层面 ，对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与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背景下 ，我国能源生产发展态势进行了翔实的对比分析 ，得出

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会加剧我国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趋势 ，但相应出台的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的影响时效长 、作用力大 ，

在一定程度上能熨平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给出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小幅调整 ，但能

源生产总量仍缓慢增长的发展态势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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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和高风险金融创新引发了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 ，投资者对全面信贷危机的担忧 ，

造成股市和信贷市场剧烈波动 ，并迅速蔓延殃及许多国

家［１］
。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 ，我国做为美国

最大的出口国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２］
。 能源作为工业的

血液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这种外部经济环境下 ，能源生

产会受到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的影响 、未来能源生产将走

向何处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

为了应对这场复杂的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出台至 ２０１０

年底约投资 ４万亿元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

的十项措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能源局将拨付超 ２ ０００

亿元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增加清洁能源比重 ，调整能

源结构 ，填补西南地区无炼油厂的空白 。本文基于经验模

态分解法 ，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因素分解和提取 ，

着重分析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特征

的影响 ，研究政策出台的实际效益是否能对冲危机带来的

不利影响 ，引导能源生产继续稳定发展 。

１ 　 @我国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及

其特征分析

　 　为了研究次贷危机影响下 ，我国能源生产态势 ，本文

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演进特征入手 ，提取演进特征

的影响因素 。

１ ．１ 　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

关于能源方面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 ，Jia HaiYuan ［３］
　 通

过协整分析 ，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和能源

使用水平 ，并指出总体能源消费和 GDP之间存在双边因
果关系 ；Xun Zhang用经验模态分析法［４］

，提出影响原油价

格的 ３种因素分别为日常供求不平衡或其他市场活动导

致的短期波动 ，显著性事件的震荡和长期趋势 。 Alper
Unler经过对算法的优劣比较 ，提出粒子群优化技术能有

效降低预测误差 ，并对土耳其 ２０２５ 年的能源供求进行了

预测［５］
；Murray G ．Patterson总结了传统意义上能源效率的

内涵 ，从热力学 、物力热力学 、经济热力学 、经济学的角度

对能源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能源效率的计量方法

进行了总结［６］
。 枟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总报告枠根据煤炭的

资源条件开采技术和供需关系 ，采用系统动态模型 ，考虑

储量 、需求 、投资环境和运输等因素 ，对煤炭生产进行动态

模拟预测 。 枟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０７枠根据经济增长 、人口 、能

源价格和技术设想的变化 ，分参考情景 、可选择政策情景 、

高经济增长情景对煤炭 、石油 、天然气 、电力的供求进行了

长期预测 。

文献［４］中提出经验模态分解可用于分析非平稳数

据 ，进行特征的提取 ，对提取的因素可根据数据本身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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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 ：／／www ．serc ．gov ．cn／jgyj／ztbg／２００８０２／t２００８０２２０_５８６２ ．htm枟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回顾与评估枠 。

义给予合理的解释 ，其中显著性事件震荡效应分析和长期

趋势预测 ，和本文研究内容不谋而合 。 因此 ，本文选择经

验模态分解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演进特征因素提

取 ，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背景下能源生产态势进行预

测 ，这在以往理论研究中仍属空白 。

经验模态分解 （EMD）是 Hilbert-Huang 变换中的一种
信号分解方法［７］

，经过这种信号自适应的分解方法处理

后 ，原始数据 （Signals）即可由本征模函数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分量及一个均值或趋势项（res）组成 ：

X（ t） ＝ ∑
n

j ＝ １
Cj（ t） ＋ rn（ t）

目前 EMD分解在交通 、医学 、电力等许多领域都具有

很高的应用价值［８ ～ ９］
。

１ ．２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特征分析

１９８２年“十二大”确定了“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重点”的重大方针 ，有力推动了能源事业的发展 ①
，１９８６ 年

国务院颁布枟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枠和枟中国技术政策·

能源枠蓝皮书 ，要求把节约能源作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挖潜 、革新 、改造的重点来抓 ，自此我国能源生产才走上稳

定发展的道路 ，本文选取了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７年能源生产总量增

长率数据进行 EMD分解 ，所得分解结果见图 １ 。

２ 　 @我国能源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

机理分析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通过

EMD分解后 ，得本征模函数 IMF１ ，IMF２ 和趋势 RES ，下面

将对每一项的演进特征所对应的现实影响因素及作用机

理进行详细分析 。

２ ．１ 　金融危机和能源政策对 IMF１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１）金融危机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由于

投机攻击的力量 ，突然间爆发 ，并通过贸易 、国际资本流动

和信心的感染等渠道在不同领域 、不同地理空间快速传导

和扩散［１０］
，产生极强的破坏力 。 由于我国 １９９２ 年才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９２年的金融危机都未

能殃及中国［１１］
。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 １９９７年 ７月泰铢贬

值 ，同年迅速引发新加坡元 、台币 、韩元的贬值和一大批日

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破产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我国政府

坚持严格资本管理和人民币不贬值 ，最大限度地抵御了外

部冲击［１２］
，虽然如此 ，还是出现国内需求不足 、就业压力

大 、外贸出口困难等问题 ，能源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１３］
，

能源生产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供给 ，当能源消费 、能源价

格 、生产成本 、能源运输等方面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

时［１４］
，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

图 １ 帋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 EMD分解结果
Fig ．１ 　 Energy sources production gross increase

rate EMD decompose

　 　从图 ２中可以看出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已下行

２年的 IMF１进一步下滑 ，并出现了负增长 ，１９９８年危机席卷

了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 ，这一年

IMF１跌至近 １０年的最低点 ，其恢复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

２０００年才基本恢复至危机发生时的水平 ，２００３年开始才进

入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恶化了能源生

产态势 ，对于我国能源生产发展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否会加剧原本已经下滑的能

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趋势 ，对能源生产的影响将持续多久 ，

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 ，当然也要看我

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 。

（２）我国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的影响 。 能源

政策对我国能源生产的导向作用 ，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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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金融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发展态势影响时序
Fig ．２ 　 Energy sources production evolvement

along with financial crisis

述 ，文献［１５］提出征收资源税有利于减少国有垄断石油企

业的垄断租金及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 ，使企业自觉改进

低效生产 ，提高稀缺油气资源的开采效率 。 文献［１６］指出

对于节能环保 ，清洁技术的发展 ，政府起着很重要的影响

作用 ，国家有政策规定 ，有节能减排的目标 ，企业就会依照

政府建议的模式进行 。

图 ３ 　能源政策对我国能源生产发展态势影响时序
Fig ．３ 　 Energy sources production evolvement

along with energy source policy
　 　从图 ３中可以看出 ，能源生产发展的态势受我国能源

政策引导 ，在每一次 IMF１转折点 ，我国都有相应的影响能

源生产的政策出台 。

转折 １ ：１９９２年建成大秦线 ，是雁北等地煤炭外运的

重要通道 ，年运量可达 １ 亿 t ，对西煤东送 ，煤炭外运具有

重要作用 ，１９９３年底国务院做出“三年放开煤价 ，三年抽回

亏损补贴 ，把煤炭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决策 ，将能源领域

推向了市场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 ，能源生产进入了快速

发展的阶段 。转折 ２ ：为了保持能源与国民经济和环境保

护的协调发展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坚持

开发与节约并举 ，把节约放在首位 ，并积极发展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 。转折 ３ ：１９９８至 １９９９年全国实施关闭破产 ６５

个煤炭项目 ，核定生产能力 ４ ０００万 t左右 ，１９９８ 年 ，我国

能源生产降至近几年的最低点 。 转折 ４ ：实施继续扩大开

放并加快西部开发的能源政策 ，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节节

攀升 ，能源生产总量逐年递增 ，２００５ 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

升至 １８７ ３４１万 t标准煤 ，是 ２０００年的 １ ．４５倍 。转折 ５ ：我

们把节能降耗作为工作重点时［１７］
，能源生产又开始了缓

慢下降 。

２００８年 ，国家投资超 ２ ０００亿元进行能源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并在未来 ５ 年进行资源开发性西部干线铁路建

设 ，政策的出台是否能使我国的能源生产发展迅速摆脱金

融危机的影响 ，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取决于这些政

策的执行程度 。

综上所述 ，IMF１中所表现的 １９９３至 １９９４年的小幅调

整 ，１９９６年急速下滑 ，２００１ 年的平稳增加 ，至 ２００５ 年后缓

慢下降的特征 ，揭示了我国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

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的影响 。

２ ．２ 　经济周期对 IMF２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经济周期是推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

关键力量［１８］
。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的研究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期就已经开始 。他的分析结果显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 ，我

国经济走势总的特点就是“峰位”降低 ，“谷位”上升 ，波幅

缩小［１９］
。

图 ４ 　 GDP和 IMF２演进
Fig ．４ 　 GDP and IMF２ evolvement

　 　从图 ４中可看出 ，IMF２ 和 GDP增长率有基本一致的
周期变化 ，在 ９０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稳 ，实现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 ，１９９３ 年进入发展的高峰 ，到

１９９７年之后增速减缓 ，２０００年之后开始复苏 ，但是增加的

水平不及 １９９３年 ，２００７年发展的速度开始减慢 ，这也与文

献［１９］中我国经济走势特征一致 。

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和其中的人口统计学趋势 ，引发

了革新 、新技术的推广 、GDP 增长 、通货膨胀 、股市繁荣和

下跌 、贷款 、投资和买卖房产［２０］
。 能源生产作为经济活动

中的一份子 ，势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我国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秩序 ，能

源生产态势变化基本保持了和经济周期一致的脚步 ，从图

５中可以看出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变化有同

样的趋势 ，经济低迷时 ，能源生产总量水平低 ，经济快速发

展时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也呈现较快的势头 ，２００８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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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拐点 ，目前一致看法是 ，中国经济在

２００８年 GDP增长有可能放缓 ，但是放缓不等于说就是“拐

点” ，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２１］
。 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影

响 ，对于能源生产稳定健康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

图 ５ 　经济周期对我国能源生产态势影响时序
Fig ．５ 　 Energy sources production evolvement

along with business cycle

２ ．３ 　能源生产发展自身规律对 RES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在枟新能源中长期发展规

划政策解读及新能源机构战略定位枠的主题演讲上指出 ，

能源发展转换的规律是从高碳到低碳 ，最后走向无碳 。 能

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是从低效到高效 ，煤碳发电效率从 ３０％

到 ４０％ ，天然气发电效率从 ５５％ 到 ５８％ ，从不清洁到清

洁 ，从不集中到集中 ，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

根据这样的规律 ，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资源不足问题和

能源供需矛盾 ，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

力的基础上 ，从 １９８６ 年至今坚持开发节约并重 、节约优

先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促进

产业优化升级 ，控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 。 伴随着我国能

源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 ，能源技术进步 ，节能降耗

政策出台以及我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庞大的能源生产

总量基数 ，虽然能源生产总量仍呈现平缓增长态势 ，但能

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呈现非常缓慢的下降规律 。

３ 　 @次贷危机与政策出台对我国能源生产影

响态势预测

　 　 至 ２００８年 ８月 ，我国的能源生产增长率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年同期相比并未出现异常变化 ，说明到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次贷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影响还未显现 ，但是根据

世界银行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发布的枟中国经济季报枠（以下简称

为枟季报枠）中指出 ，２００８年秋季开始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

缓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次贷危机给我国的能源生产总

量带来的影响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否一致 ，能源

生产总量增长率是否会在危机中跌到谷底 ，危机结束后何

时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稳定

发展 。

依照 EMD分解结果的分析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

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 ，我国自身能源政策

的调控作用 ，经济周期和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发展趋

势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 ，分

析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 ，以

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０７ 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进行对

比 ，可得到以下结论 ：

（１）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 ，能源生产趋势基本一致 ，但

２００７年的整体发展要好于 １９９７ 年 ，减缓的幅度也低于

１９９７年 。

（２）两次危机发生时 ，国家出台能源政策的关注点不

同 。 １９９８年我国能源政策主要关注点在治理国内的非法

矿藏开采 ，国有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 １９９７ 年有所

下降 。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 ，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

显现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将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

安排 ４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 能

源局也做出积极响应 ，加大能源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这

项能源政策的出台对能源生产发展有促进的作用 。

（３）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的影响具有长期效

应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指

出 ，宏观政策显效有时间的延误性 ，有些短期政策出台后

７个月能见效 ，有的政策则要用 ２ 年时间才能陆续见效 。

从图 ６中可以看出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不会产

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每次能源政策的制定对能源生产总量

增长率的影响都历经很长时间 。

　 　 （４）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冲击作用是暂时的 。文献

图 ６ 　危机和能源政策出台对能源生产总量
增长率影响态势预测

Fig ．６ 　 Energy sources production evolvement forecasting
along with crisis and energy sources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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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实行管制 ，市场开放度还尚待提高

等 ，使得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传导渠道受到一

定阻滞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

性 ，对能源生产的冲击也是暂时的 ，到 １９９９年能源生产总

量增长率就已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高速增长 。 ２００７

年次贷危机爆发 ，枟季报枠中指出 ，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

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 ，

因此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 ，但是由于中国各大银

行对与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 ，国家对资本流动进

行控制 ，使得迄今为止 ，国际金融危机仅对中国金融体系

造成了有限的直接影响 ，并且目前这些影响都是可控的 。

由此看来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在危机的作用下会有所下

滑 ，但下滑的幅度不会很大 。

（５）政策出台对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对冲作用 。

政策防御外生负面冲击的作用不可低估［２２］
，１９９７ 年亚洲

金融危机的爆发 ，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

贬值 ，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 ，宏观政策对熨平中国经济

波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不

利影响 ，我国提出了增内需 、保增长的十点方案 ，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投资 ，枟季报枠中指出近期宏观政策

立场迅速转向刺激性政策 ，这是非常正确的 ，更高的政府

主导性支出将在 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 。 由此

可见 ，我国目前的政策对于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对

冲作用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

下滑的时间不会超过 １９９７年的水平 。

根据以上的分析 ，本文将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作为参照 （见

图 ６） ，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变化态势给出如下预测 ：我

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将在 ２００９ 年继续保持和前 ５年一

致的下行趋势 ，并跌至近 ６年的最低水平 ，但是跌幅不大 ，

不会超过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的跌幅水平 ，不会出现负增长 ，

２０１０年随着经济的复苏 ，能源生产增长率有所上升 ，升幅

也不会很大 ，不会超过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０年的幅度 ，但会恢复

至 ２００６年的水平 。综上可以看出 ，次贷危机后 ，能源生产

总量增长率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 ，但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仍

会呈现平缓的增长趋势 。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方法 ，分析了能源政策和金融

危机 ，经济周期 ，自身发展规律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

势特征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特别地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

对比 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０７年危机和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总量增

长率演进特征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 ：

（１）２００７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本身趋势下行 ，

下行趋势缓于 １９９７年 。

（２）金融危机加剧我国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趋势 ，亚

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持续了 １８个月左右 。

（３）我国能源政策在引导能源生产发展上发挥着长效

作用 。

（４）我国针对危机制定的能源政策对熨平金融危机的

冲击起重要作用 。

根据分析结果 ，参照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能

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变化情况 ，对次贷危机后我国能源生产

总量增长率态势进行预测 ，得出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年我国能源生

产增长率会继续下滑 ，到 ２０１０年回落 ，波动的幅度不会超

过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年的水平 ，不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能源生

产总量总体趋势仍然是缓慢上行 。

（编辑 ：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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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nergy Production Situation Forecasting Based on
Sub-prime Mortgage Loan Crisis

YAN Wen-jun１ ，２
　 GUO Ju-e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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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７１００４９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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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use of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ng ，the paper reveals impact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financial crisis ，energy resources
policy ，business cycle and self development rule of energy resources production to growth of the energy resources production ．From the layers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energy policy ，and on the basis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１９９７ and sub-prime mortgage loan crisis in ２００７ ，the paper
analyzes energy production trend ，and draws conclusion that financial crisis in ２００７ will accelerate the reduction of China’s energy production ．

Implementing relative energy policies that play effective and powerful roles can relief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brought by financial crisis to energy
production in some degree ．The paper finally predicts that from ２００８ to ２０１０ ，China’s energy production growth rate will be regulated slightly ，

but the energy production still be in slow growth ．

Key words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ub-prime mortgage loan crisis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nerge policy ；for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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