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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户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研究 

刘静 

中共中央在十八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
0
的建设发展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业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能源消费急剧增

长，由于技术、设备以及相应政策法规不完善，目前农业能源

利用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日益增大，这对我

国未来生态文明特别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严峻挑战。面对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笔者实地调查了河北、湖南、

新疆三个不同地区 12个村庄 360个农户农村能源消费，力图探

索我国农村能源消费变动的规律，寻求既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

活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又能实现农业节能减排和低碳

农业农村能源消费优化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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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现状和特征 

调查地区既包括了经济较发达、交通便利地区的华北和华

南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表

1 总结了调查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能源储量等基本情况。由表 1

可以看出调查地区的地形涵盖了平原、丘陵、山地以及戈壁地

区。从三个省资源储量看，河北地区煤炭资源相对丰富，水能

资源匮乏，生活能源消费总量相对较高；湖南地区水能资源丰

富，煤炭资源匮乏，生活能源消费相对居中；新疆属于资源大

省，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非常丰富。笔者调查发现，农户

生活能源消费量远高于生产能源消费量，其中河北省生活能源

消费是生产能源的 12倍以上，新疆是 2倍，湖南是 1倍多一点。

2012年我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量是农业生产能源的 5倍左右，

由于农村能源消费的大头是生活能源消费，因此本文主要讨论

农户生活能源消费。 

调查农户生活能源消费主要以电能、煤炭、秸秆、液化气

为主，生产性能源主要是柴油和电能。几乎所有农户都使用两

种到四种能源消费组合：其中最常见的是“电+煤+秸秆”组合，

有 278 户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80%；第二位的是“电+煤+薪柴”组

合，有 216 个农户占样本总数约为 62%；第三位是“电+煤+液化

气”的组合，为 135 户占样本总数 55%。此外，在我们的调查中

基本上没有清洁高质能源消费组合如“沼气+电”、“液化气+电”

或“天然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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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地区基本情况表（2011） 

标准 单位 河北 湖南 新疆 

地理位置  华北 华南 西部 

地形  平原、山地 山地、丘陵 平原、戈壁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7119.69 6567.06 5442.15 

煤炭储量 亿吨 147.1 32.2 21900 

水能储量 万千瓦 156 1569.48 1983.5 

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773.09 453.76 191.00 

农村年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千克标准煤/年·人 192 128 155 

农业生产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58.72 388.42 101.30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 

煤炭在所有能源使用量中占有绝对优势，所有农户都或多

或少使用煤炭，作为取暖或烹调的主要能源。除了煤炭外，秸

秆在各种能源组合中占主要比例。调查农户的沼气使用率，湖

南农户为 10%，河北农户为 7%，新疆没有农户使用沼气。事实

上，新疆的日照时间长，畜牧业发展较为迅速，无论是气候条

件还是沼气原料供应都很充足，今后发展沼气潜力很大。 

二、农户能源消费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1、农户收入和财富水平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家庭人

均财富每增加 1个百分点，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源消费



 4 

会降低 2.5个百分点，煤炭消费会增加 1.3个百分点，液化气

消费会增加 6.5个百分点，家庭人均财富对液化气消费的贡献

是煤炭的 5倍。家庭人均财富增加可以降低薪柴、秸秆等传统

能源消费，增加液化气和煤炭现代能源消费。需要说明的是从

变量系数来看，煤炭作为秸秆、薪柴到液化气之间的过渡能源，

没有薪柴和秸秆以及液化气对家庭财富变动那么敏感。 

2、能源可获得性  主要针对秸秆、薪柴和液化气能源。对

于秸秆，本研究采取耕地面积作为秸秆资源可获得性的衡量指

标，农作物耕地面积越大，复种指数越高，则家庭获得秸秆越

多；对于薪柴本研究主要用地形特征来表示，山地越多表明农

户获得薪柴能力越强；对于液化气，本研究采用与城市距离远

近作为衡量液化气资源可获得性指标，距离城市越近，则农户

获得液化气能力越强。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人均耕地面积每上升 1个百分点，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

源消费会增加 4.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会增加 2.1百分点，液

化气消费会增加 2.8百分点；越是山地越增加农户薪柴使用，

减少液化气使用；比较而言，湖南农户薪柴、秸秆使用概率较

高；煤的消费量受到当地煤窑资源的影响，煤窑越多地区（新

疆）农户煤的消费量相对较高；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距离

城市距离每增加 1公里，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源消费会

增加 3.6个百分点，煤炭消费会增加 4.1百分点，液化气消费

会减少 8.8百分点，农户液化气消费对距离城市距离变化最为

敏感。离城市距离越近，越增加农户使用液化气的概率；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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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同秸秆能源消费呈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农户家

庭拥有土地面积越大，家庭务农概率越大，则越倾向于使用秸

秆和薪柴。  

3、不同能源价格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薪柴和秸秆平

均价格每上升 1个百分点，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源消费

会降低 1.8个百分点；煤炭价格每上升 1个百分点，农户消费

会降低 1.5个百分点；液化气价格每上升 1个百分点，农户消

费会降低 2.4个百分点，农户对液化气价格变化最为敏感。某

种能源价格上升，必然会引起农户对该种能源使用概率的下降

即农户是否使用某种能源同该种能源价格呈反比，即能源价格

越高则农户使用该种能源概率越低。在所有能源中，农户液化

气消费量对价格变化最为敏感，薪柴、秸秆次之，煤炭第三。 

4、农户家庭特征  主要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农户家庭人

口和户主年龄三个变量，除了农户受教育程度外，其他包括农

户家庭人口和户主年龄的变量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家庭

能源消费受到户主教育程度影响，但是不受农户家庭人口和户

主年龄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户主受教

育年限每增加 1年，农户对薪柴和秸秆等传统能源消费会降低

12.3百分点，煤炭消费会增加 2.5百分点，液化气消费会增加

5.3百分点，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液化气消费的贡献率是煤炭的 2

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倾向于使用更为便利的煤炭、

液化气等高级能源，而减少薪柴、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源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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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区差异   主要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特征、

当地能源储量三个变量，模型结果显示山区农户薪柴、秸秆消

费量明显高于平原农户，说明山区农户能源消费水平明显落后

于平原地区。从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角度看，应降低山区农户

薪柴消费量，开发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由于我国地域

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农户生活能源的消费地区差异显著。

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农户能源的消费结构主要从薪柴、

秸秆、煤炭向液化气等高质商品能源转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

交通不便的山区，能源消费主要还是以薪柴、秸秆为主，目前

正慢慢向煤炭转化。 

三、政策建议和发展前景 

    为提升能源消费结构，在满足当地能源前提下，最重要的

是提高农户收入，此外还应引导农户能源的合理利用，以保证

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教育，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提高农户环保意识 

    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能源消费选择的重要

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升级。教育是提

高个人素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农民更加

意识到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有利于农民消

费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利于能源技术

认识程度的提高以及能源技术的掌握，这对未来在农村地区推

广高效清洁能源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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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改善交通条件、加强农村能源供应体系设施建设  

根据研究结论可推理出，农村交通状况和能源供应体系是

影响农户能源消费商品化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政府在引导

农户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地过程中，较为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农村

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使农民利用有利的

条件实现能源的消费升级。农村道路建设应在行政村“村村通

油路”的基础上向具备条件的自然村延伸，提高农村道路硬化

率，完善农村路网体系，规范农村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标准。

此外，加强当地电网、液化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扩

大能源消费途径的重要保障措施，尤其是在一些石油、天然气

比较丰富的地区，当地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保

障能源的可获途径。 

3、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新能源 

调研发现，薪柴、秸秆等能源消费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

下降比例较慢，而且这些能源的利用仍然沿袭传统的直接燃烧

的方式，利用效率低，急需依靠科技进步革新利用方式，如转

化成生物质能源。煤的消费己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的

主要形式，但主要是常规的利用方式，释放的有害气体不仅污

染环境，还会对人们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解决农村能源

问题必须一方面变革传统煤炭使用方式为清洁煤炭使用方面，

一方面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其利用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蕴

藏着巨大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其中生物质能源占很大比重。我

国农村可持续能源发展方向应该是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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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的综合利用以及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例如，新疆没有农

户使用沼气，事实上，新疆的日照时间长，畜牧业发展较为迅

速，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沼气原料供应都很充足，今后发展沼

气潜力很大；另外，新疆农村煤炭消耗量大，应尽快推广清洁

煤炭使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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