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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

,

中国国内生产总位 翻 了

一 两番
,

但是能源消费仅翻 了一番
,

平均的能派消费弹性仅为 。 左右

一 然而 自 年进入析一枪的高速粉长周期后
,

中国能派获度却不断上

升
,

经济发展开始细绷 受到能 派瓶颐 问题 的 困扰
。

通过截取 一

年工业却门能派消费的数据
,

利用能派分解的方法研究得出

一 年间
,

工 业却门的能派节约完全是 由能派强度的下降所贡

故
,

这表明中国始 自 世纪 年代初制定的一 些能派节约欢策效果

依然显著
。

在 一 年间
, 结构变动效应对能派消费主要起

增 作用
,

这反映 了中国近几年来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倾向 而 能派消耗

强度效应对能派消费起减全作用
,

中国工业能派消费的增长之所 以 没

第一 作者近形 有那么快
,

完全是 由于能派消耗强度下 降的作用 由此带来的政策启

示是 中国提 出的从提高能源效率和转变经济结构两个途径来解决环境问趁的忍路是非常正确的
,

但更可取的是提高能派效率
, 而 不是把工业结构重型化倾向刘正过来以减少能派消费和环境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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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在 世纪最后二十年里
,

中国不仅

在经济领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而且在能源领域的

努力也同样地令人赞叹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翻了两番多
,

但是能源消费仅翻了一番
,

平

均的能源消费弹性仅为 左右 也即 增长

个百分点
,

能源消费仅增长 。 个百分点
。

然而
,

自 。。 年中国经济开始进人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

期之后
,

中国的能源强度却不断上升
,

经济发展频频

受到能源瓶颈问题的困扰
。

人们开始反思
,

中国为

什么会出现能源紧缺的问题
,

引起中国能源消费变

化的原因是什么 能源消费的模式与经济增长的模

式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已有的大多数研究认为
,

世纪 年代和 年代 尤其是 年以前 中国

能源消费的增长之所以没有那么快
,

主要是由于能

源消耗强度下降引起的缘故
,

而且发现 年代能源

使用效率的提高一直延续到了 年代
。

但是中国

自进人 世纪后
,

特别是 年加人世贸组织

以后
,

由于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倾向
,

能源消

费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

能源消费更多地反映了经济

结构重型化和能源利用效率下降的特点
。

本文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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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分析中国能源消费的状况和过去十年来能源消

费增长模式的变化缘由
。

由于 年以前和以后

中国的统计数据报告的工业增加值的口径是不一致

的。 ,

本文的实证研究仅考察 一 年间占了

整个国民经济能源消耗大约 的工业部门的能

源消费变化
,

而这一时期正是经济增长模式经历显

著变化的时期
。

一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能源消费 模式与变动

一 中国的能源消资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

年均增长率在 一 年间达到

了 肠
。

而随粉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

中国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也不断地升级
,

造成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
。

从能

源消费总 来看
,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国
。

分年度来看
,

中国能源消费 自 年的 亿吨

增加到 年的 亿吨标准煤
,

二十六年间增长

了 其间能源消费一路上涨
,

只在 一

年间首次出现了能源消费下跌的情况
,

年达到

了下跌的最高峰
,

当年能源消费总 相比上年下跌了

环
,

之后能源消费恢复加速增长趋势
,

尤其是在
“

十五
”

后期的 年和 年
,

能源消费增长均超

过了 见图
。 “

十五
”

后期
,

中国能源消费的快

速增长
,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已步人一个新的快速增长

期
,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另一方面中国

近几年来冶金
、

建材
、

有色金属
、

石油化工等能源消耗

高的行业发展较快
,

而同时中国还出现了新型的消费

热潮
,

中国居民的住房面积
、

汽车拥有
、

耗能较多的

家用电器拥有 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

圈 中国的能派消费总 ,

及年增长率 , , 一 年

巨七鱼丝丝经二竺些虹二卫二竺丝鱼」

口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

年
,

国内一次能源生产

总量达到 亿吨标准煤
,

与 。年相比增长了
,

年平均增长 写
。

且从 年开始到

年
,

中国能源消费总全就一直超过了能源生产

量
,

能源供应开始出现缺 口 。

从增长率来看
,

年能源消费增长率开始超过 增长率
,

年

能源消费增长率开始超过能源生产增长率
,

快了

。 个百分点 见表
。

而在中国的能源进 口 中
,

主要是石油的进 口在高速地增长
。

年
,

石油净

进 口 为 万吨
,

比 年 万吨 增

长了 肠
,

年均增长率在 纬左右
。

石油的对外

依存度已经由 。年的 上升到了 年的
,

四年上升了 个百分点
。

衰 中国的能像生产
、

消费及进出口

单位 万吨标准煤

年年份份 住派生产产 能祖生产产 能 , 清费费 能派清费费 日内生产产 进口 ,, 出口

总总总 ,, 幼长率率 总 增长率率 总位月长冲冲冲冲
一 一

一

卜
一 劝

一

一

扭 肠肠
写写

卜
江

傲组来派 年《中国统计摘要 》
,

其中 增长率

是国家统计局根据经济普查数据修订过后的数据
。

二 中国的能派消费弹性 系数变化

经济增长必须消费能源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反

映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

相应能源消费需要增

长多少个百分点
。

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
,

则

本年能源强度 单位不变价格 能耗 比上年降

低 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
,

则本年能源强度比

上年上升 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于
,

则本年能源

强度与上年持平
。

因此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大
,

从

某种意义上讲
,

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源效率越低
,

反之则越高
。

另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

能源消费弹

性系数也不同
。

一般来说
,

在工业化初期
,

能源对经

济增长的敏感性很大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
。

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

工业在 中所占比

傲姗来 中国统计年鉴 。。 。

能源藉求的高速增长
,

使中国的能源生产和进

, 年及以前 中国的倪计数招报告的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

工业企业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 而 始 年及以后

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 》流计的是全部国有和年产品梢咨收人在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加值
。

工业数据鱿计中扭盆

范田的变化
,

使得 年及之前的数据集与 年及之后的

数据集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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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下降
,

耗能少的服务业比重上升
,

加之能源利用效

率的提高
、

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
,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

往往会小于
。

图 显示
,

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到 年
,

中国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处于剧烈波动之中
。

在这二

七年中
,

能源消费弹性 系数有 年 年和

一 年 大于
,

有 年小于 年和

一 年
,

其余 年大于 、于
。

观察反

应能源使用效率的万元 的能耗结果也可以得

出基本类似的结论 见表
。

圈 , 一 年中国能旅消费弹性系橄

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互由 年的 肠

增加到 年的 。 。

然而这种趋势并未持续

下去
。

如图 所示
,

自 年开始
,

中国为了换取

外汇
,

大 出口石油
,

部分烧油电厂改为烧煤
,

使得

煤在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重又有所回升
,

之后大致

在 写上下波动
。

总体来看
,

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

构成中的比重在不断波动下降 但仍占绝对优势
。

圈 份一 年中国能派消费种类构成

尹

‘如场, ,

’

当 厂
尺 八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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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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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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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一一一 , ,,,,,, 吧甘竺 , 叮丫 丁丫丁廿 艺

沪 尹 尹 尹 沪 尹 护 尹 尹

傲姗来娜 《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
。

衰 盯 一 年中国的能稼强度

单位 能耗

年年份份 曲茸润公 ,, 按 年价格格 能派强度度
‘‘‘万吨标准蛛 计葬的 《亿元 吨标准份 万元

。

。

。

‘‘

橄拐来祖 《中国统计年鉴》
。

图 显示了能源消费部门的构成变化
。

中国能

源消耗以工业部门为主
,

其他部门所占比例很小
。

我们分别选取
“

八五
”

期间
、“

九五
”

期间和
“

十五
”

期

间的平均值来看一下中国能源消耗的部门构成变

化
。

从图 可以看出
,

三个
“

五年计划
”

期间
,

工业部

门能耗的占比相对都比较稳定
,

基本上是在 上

下浮动
,

而生活消费部门也基本上稳定在比 多

一点的数字上
,

其他部门的能耗占比都小于 肠
。

圈 中国能耳消费的部门构成变化

傲扣来 ,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相应

年份
。

三 中国的能派消 枯构

从能源消费种类构成上看
,

中国能源消费历来

以煤为主
。

年
,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比重高达 纬 到 年
,

仍高达
,

形成

几乎单一煤型的能源消费结构
。

随粉 世纪六七

十年代中国一些油田和气田的发现与开发
,

能源消

费构成发生了较大改变
。

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比重由 年的 似 下降到 年的
,

橄拍来派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计算得到
。

二
、

分解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派消费

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概况看
,

在 世纪 年代
、

年代乃至直到 年
,

中国的能源强度 单位

能耗 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
,

而从此之后中国

的能源强度开始逐年攀升
。

有许多学者对 年代

和 年代中国能源使用 指单位 的能源消耗

下降的原因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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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分解的框 架

我们定义如下的 年变量 年工业能源消

费总盘
,

瓦二 年工业子部门 的能源消费量
, ‘

年工业总产值
, 二 年工业子部门 的产值

, 二 二

年工业子部门 的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份额比例

丫
, ,

瓦 年总的工业能源强度
,

又二 年工

业子部门 的能源强度 瓦
,

丫二 。

基年 的变

与 年变全一样
,

只不过是时间下标不同
。

我们假定

分解是在 年和 年之间进行的
,

则有如下公式
△ 。 一 。

将上式分解成由如下特定的效应构成

△ △ 咖 △ 二 △ ‘ △ 、

在上面方程中
,

△ 两 表示的是估计的产出效

应
,
△ 表示的是估计的结构变动效应

,

而 △ 二 表

示的是估计的能源消耗强度效应
。

产出效应是指由

于总产出的变化而导致的能源消耗的变化
。

结构变

动效应是指由于总产出构成的变化而导致能源消耗

的变化
。

如果能源消耗较少的工业子部门比能源密

集型的工业子部门增长得更快
,

那么这样一个部门

间的结构性变化会对能源裙求造成一个向下的压

力
,

结果是导致能源消费增长率的下降
,

反之则相

反
。

能源消耗强度效应是指由于工业子部门能源强

度的变化而导致的能源消费的变化
。

采用更有效率

的生产技术和能源管理技术
、

子部门内及其相互之间

产品组合的变化
、

产品价值的变化
、

原料和燃料输人

的组合及质 的变化都可能会造成能源消耗强度的

降低
。

当这三种效应被独立估计时
,

它们之和通常并

不等于上述方程左边的观察值
。

这些差异就是残差

项 △ 耐 。

进一步地
,

上述各种效应可拆解如下
、产龟、
刀尸、声,连﹄受︺

矛、夕叮飞了、

林和波多斯基
,

根据

中国 年和 年的投人产出表
,

对中国的能

源消费进行了一个结构分解
,

以解释 中国 一

年间能源消费的变化
。

他们发现
,

相对于

年
,

年中国的能源节约主要是由于能源使用效

率的提高
。

使用与 和 相类似的方法
,

加尔巴乔等人
,

根据中国 年

和 年的投人产出表
,

得出结论认为
,

一

年能源使用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实际能源强度

的下降
。

使用
“ ”

分解方法并根据能源消费和

总产出值的三个不同数据集
,

辛顿和列文
,

考察了 中国 工 业 部门 一
。年间结构转换和实际能源强度变化在能源消

费中的相对重要性
。

他们发现
,

实际能源强度变化

占了 。一 年间整个中国工业部门能源强度

变化的
。

与上述提到的研究发现不同
,

斯密尔
,

和卡姆巴拉
,

认为
,

从

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子部门向能源不那么密集部门的

结构性转换
,

是造成能源使用下降的主要原因
。

而

最近的一项工作是由张
, , 。。 完成

的
,

他使用 个工业子部门的增加值和终端能源消

费数据集
,

考察 世纪 年代中国工业部门能源

消费变化中结构变化与实际能源强度变化的相对重

要性
。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

一 年
,

工业部

门累计能源节约中的 是由于实际能源强度变

化带来的
,

而能源节约中的 纬是由四个主要的能

源消耗子部门取得的 如黑色金属相关行业
、

化学品

行业
、

非金属矿制品业和机械制造业
。

弄清楚能源消耗的结构变化和强度变化之间的

相对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
,

这不仅能告诉政

策制定者他们制定的政策对能源消费能够带来多大

的冲击
,

而且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能够有助于提高对

未来能源需求和能源相关排放物预测的可信度
。

本

文想要考察的就是中国工业部门在 一 。。 年

间能源消费中
,

产业结构变化和实际能源强度变化

之间到底哪个更重要
。

本文选取工业部门作为研究

对象有以下两个原因
。

首先
,

从前文可知
,

中国工

业部门是能源消耗最多的部门 其次
,

可以较容易

地得到该部门的数据
。

有了这些数据
,

我们就可以

计算出在多大程度上整个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变化

是由子部门间结构的变动和实际能源消耗强度的变

动引起的
。

△ , 一
。

习导 。 。, 。

△ 一 千 一
。 ’‘ 。

△ ‘ 习
。 。

一
。

但是应用该方法仍然会产生一个不为零的残

差
,

而且残差随着 的增长而增长 。 ,

。

这会导致工业能源消费中有部分变化未被

解释
。

我们对上述方程进行修改
,

使三种效应相加

后不产生残差
。

如 △ 。

被定义为每个子部门 年

的产出以 年的能源强度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与

如果 年的总产出与 年的构成一样并且以 。年的

能源强度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之间的差异 △ ‘

表示的是观察到的实际总能源消耗与如果每个子部

门 年的产出以 年的能源强度生产所需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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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之间的差异
,

。。 。

因此
,

我们可得
△ 。 一冬

·

“。二 ’
· 。一 “。· 。‘。, 。 一

·

不 一
。 。

△ ‘ 一 千
·

导
, ·

‘。

一
。

一 导二 。

习导

这个分解方法使得方程右边三项加总后不再产生残

差
。

证明如下

△ 油 △ 。 △ 二

一 。 艺 ‘ 。 。

艺 ‘,

一
。, 。

。 艺 各 一民 。 。

一
·

千“ 。 ’。一 。

千导 。‘ 。

冬
一“

· 。一
·

不
· 。“

· 。 ·

不导二‘
一 千”。一‘。· 。

一
。

千导 。‘ 。

冬场二瓦二

一 △

二 钾门分类

选择哪种程度的部门分类水平是由分析的目的

和数据的可得性来决定的
。

为了把结构变动效应从

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中区分出来
,

子部门的分类越精细

越好
。

和 缺访讹 认为
,

随着子部门分得

越细
,

更多的强度变化可归因于结构的变动
。

但是
,

在实际情况中
,

数据的可得性经常使部门分类不那么

细致
。

在中国
,

情况尤其如此
,

工业增加值和能源使

用的数据仅仅局限在两位行业分类代码的水平上
。

区别于黄
, 、

辛顿和列文

在其研究中使用总产值作为产出的指标
,

参

考张
,

。。 的处理
,

本文使用增加值

作为产出的指标以避免对中介物品价值的重复计

算。。

工业部门增加值的数据在 一 。。 年期

间划分为 个子部门
,

而在 。。 年则划分为 个

子部门 与之前相比
,

多了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废

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两个子部门
。

能源

消费的数据在 一 年都划分为 个子部门
,

但是 一 年有 个子部门的划分与 年

的不一样
,

一 年的这 个子部门是其他矿采

选业
、

木材及竹材采选业
、

其他制造业
,

而 年不

同的 个子部门分别是其他采矿业
、

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
、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

对于每个子

部门来说
,

能源消费总 指得是煤炭
、

石油
、

天然气
、

水电和核能消费 的等 标准煤的总和
。

由于工业子部门增加值的数据分类与能源消费

的分类不一致
,

因此
,

必须调和一下这两套数据集
,

笔者将这两套数据集都调整为 个子部门
。

在

一 。。 年增加值的分类中
,

由于《统计年鉴 》中

总增加值的和大于各子部门的加总
,

因此
,

根据
。。 年的分类添加一项其他制造业的子部门 其值

为总增加值减去各子部门的加总值 而在 。。 年

的增加值分类中
,

把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废弃资源

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两个子部门合并成其他制造

业的一个子部门
。

至于能源消费的部门数据分类
,

把 一 。。 年 统计年鉴 》中其他矿采选业
、

木材

及竹材采选业两个子部门合并成其他采选业
,

把
。。 年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回收加工业两个部门合并成其他制造业的一个子

部门
。

通过这样的处理后
,

增加值的部门数据分类

和能源消费的部门数据分类才可以一一对应起来
。

在本文的研究中
,

我们以 年为基年
。

《中

国统计年鉴 》 。。 中可得到 个分类子部门的价

格指数
。

由于价格指数的分类没有增加值分类那么

细致
,

因此
,

为了避免在将 一 。。 年的当年价

值转换成以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价值时各子

部门数据的不一致性
,

本文决定根据工业品出厂价

格总指数来将各年的数据转换成以 年的不变

价格计算的价值
。

三 分解工业能派消 丈化的影响 因素

下面
,

我们将继续应用前面提到的分解方法来对

中国工业部门从 一 年间能源消费的变化进

行分析
。

这样的分析可以保持与已有研究的一致性

如 比 玩
, ,

‘
,

嗯
, 。

这些研

究发现
,

年以前
,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节约主要

是由能源强度的下降造成的
。

我们想知道的是
,

这一

结论是否在 一 年间依然成立 其次
,

在

一 年间前述提到的三种效应是如何发展变

化及相互影响的
,

即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

数据分解结果

表 显示了本文的研究成果 一 。。 年

总产位侧算的是盆个经济的所有产出
,

而不甘这些产出是卖绪

诊的
。

由于总产位计算了各个生产阶皿的产出
,

所以这砚指标

很明且地进行了 , 计算
。

侧如
,

橄胶不仅杖葬成是橄胶的产

出
,

而且还彼算成是轮胎产出的一那分
,

进一步还被算成是自行

车产出的一娜分
。

在国民帐户中有两种方法可以翅免这种 , 盆

什算
。

一种方法是月算增加位 即计算断增加的耳料和服务的

价值
。

另一种方法是 过只报告 终出台始居民梢费
、

欲府消

费
、

净投资和出口 给其他目家的净栩台翻来计算最终的花
。

取川上
,

这两 个方法裸可 以 得 到 相 同的会计绪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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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说明了 年后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减缓
,

其下降

趋势要 ,
、于产出增长驱动能源消费上涨的趋势

。

圈 ” 一 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能派消费

总一与产 出效应驭动的能滚消费总

冉止”“叻

甘纷

间
,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变化 的产出效应 产

出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里的变化
、

结构变动效应

能源消耗少的子部门与能源密集型子部门之间构

成的变化而导致的能源消费 的变化
、

能源消耗强

度效应 由于生产技术和能源管理技术的提高等而

导致的能源消费 的变化 和实际能源消费变化
。

在 一 。。 年
,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在

左右 尤其是在 年
、

。。 年
,

其增长速度

更是高达 以上
,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

有这样辉煌的表现着实令人惊叹
。

伴随着经济增

长
,

如表 所示
,

假设生产结构和能源强度保持不

变
,

一 年
,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应该

增长 万吨标准煤
。

但是
,

中国工业部门

此期间实际的能源消费只增长了 万吨标准

煤
。

很明显
,

必定存在着能源节约
,

从而降低了能源

消费
。

能源节约度 的是由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能源

消费将会达到的 与实际的能源消费 之间的差异
。

衰 一 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派消费

增 , 的分解 单位 万吨标准煤

,

吕

口口

户、、、

、一 丫

卜卜

一丫
厂厂

翻 功 湘 加 ,

分析

图 是 一 。。 年间能源消费的产出效应
、

结构变动效应
、

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和能源使用效率

年增长率之间的对比
,

从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这

些因素之间此消彼涨的关系
。

圈‘ 一 年中国工业都门能派消费变化

的各种效应及能派使用效率年增长率
月刃皿匆加匆比

,卜几名公

期期间 ▲残自自 人 八 八民目目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 表中符号为负的表示的是能源消费的减少
,

符号为

正的表示的是能派消费的增加
。

一 年的能源节约 是 万吨标

准煤
,

从表 可以看出
,

这段期间的能源节约全是由

能源强度的下降带来的
,

实际能源强度的下降贡献了

能源节约 中的
,

也即 万吨 因为

结构的变动也导致了能源消费的增长
,

所以能源强度

下降对能源节约的贡献超过了 写
。

具体到每个

年份
,

仍然可发现
,

能源强度的下降是造成 一

年各年能源节约的浪主要原因
,

甚至在 一

年
、

年
、

一 年 ’是唯一原

因
。

这个结果也说明了
,

世纪 年代直至

年
,

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在 一 年间仍然延续
。

图 是 一 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能源消

费总 与产出效应驱动的能源消费总 之间的对比

图
。

产出效应驱动的能源消费总 与实际能源消费总

之差即是能源节约
。

一 年间
,

所有年份

的实际能源消耗总且都要比由产出效应驱动的能源消

耗总 小
,

但是这个差距在 年后有逐渐下降的趋

注 能稼使用效率指的是每吨标准煤能探能够产生的
,

是能探强度的倒数
。

首先
,

产出效应在 一 年间的变化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一 年间
,

这段时

间产出效应引起的能源消费增 变化比较平缓
。

可

能是 年全国首次出现买方市场
,

尔后又遭遇到

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

导致国内需求疲软
,

从而也减

少了对能源产品的斋求
。

第二个阶段是 一

年间
,

此时产出效应引起能源消费增 的增加

比较快速
。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

本文的分析没有做

到 年
,

估计 。。 一 。。 年间这一趋势仍将继

续
。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第一
,

年中国加人世

贸组织后
,

出口强劲
,

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连年上

涨
,

而中国的出口也是持续增加
、

屡创高峰
。

据统计

年与 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和

“肠
。

第二
,

以钢铁
、

水泥
、

房地产业等部门为代表

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导致了中国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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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增长
。

加 一 年与 一 年
,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 ,

该增长速度为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

正是以上两个因素
,

导致了

中国经济于 年后步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
,

因

而
,

对能源的需求也大大堆叻口了
。

其次是能源消耗强度效应
。

从图 可以看出
,

虽然

能源强度的下降仍然是 以犯一叙力 年间能源节约的最

主要原因
,

但是能源强度的下降带来能源消耗的减 作

用正在逐渐减弱
,

仅仅在 疚刃公一叙力 年
,

能源消耗强度

效应又稍微有点反弹
。

这点也可从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

率的逐年下降中反应出来
。

以上都说明了
,

虽然中国在

任 岌刃 年间能源使用效率一直在提高
,

也即能源强

度一直在下降
,

但其改进的速度却在减慢 一方面这可能

是因为能源节约方面的技术在初始应用时
,

效果会比较

显著
,

但是至卜澎脚断绷险遇上瓶颈 另一方面可能是

工业部门结构的为心逐渐向高耗能的行业集中
,

这限制

了能源节约技术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

最后是结构变动效应
。

结构变动效应在 一

年间共有两次为负 一
、

一
、

三次为 一
、 、

一
,

并

且总的效应是为正的
。

这说明了中国工业经济逐渐

重型化的倾向
,

也即这几年工业部门结构正逐步地从

耗能少的行业向高耗能的行业转变
,

这在部分程度上

抵消了能源强度下降造成能源节约的作用
,

加重了能

源消耗增加的压力
。

由图 可见
,

一 年间
,

轻工业比重由 年的 下降至 与

此同时
,

里工业比重由 增长到“
。

圈 , 洲叹日 年中国轻
、

, 工业

占工业总产位比 ,

一【 百获一一一
。二 ·

翻 倪 ⋯升

橄 来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计算
。

四 数据修正后的结果

近十年来
,

在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
、

令世人惊

叹的同时
,

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质疑也

从来没有停止过
。

这种质疑主要是认为中国官方高

估了中国 的增长率
。

例如
,

在运用一个更接近

于西方国民账户体系的测 技术后
,

麦迪逊 加肠

,

重估了中国的
。

他发现
,

在 一

年
,

中国 甲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
,

而中

国官方的增长率是
。

而在 一 年间
,

麦迪

逊估计的 增长率为
,

中国官方的数字是
。

由于中国的统计体系是于 世纪 年代末

和 年代早期从苏联的社会物质产品体系 呱
勿 转变成西方的国民账户体系

勿 耐
,

因此
,

官方报告的

增长率应该接近于实际增长率
。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

例如田汤 址
, ,

世纪 年代官方报告的增

长率进一步地偏离了实际增长率
。

例如
,

王和孟
,

发现
,

中国官方统计

的 增长率在 一 年间高估了 与

此相对
,

一 年间
,

增长率高估了 写
。

尽

管由于统计实务中的技术问题会造成 统计的失

误
,

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
,

中国 统计上的问题主

要是由于地方部门数据的造假和夸大造成的
。

然而
,

中国国家统计局 年 月公布的中国

第一次经济普查成果
,

却推翻了人们关于中国

增长率高估的认识
。

一时之间
,

众多国际
、

国内传媒

对此议论纷纷
,

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出来评论解析
。

总的来说
,

这次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
,

都对此次的修

订结果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
。

此次普查调高了

年以来的 历史数据
,

而且在 的增长速度和

结构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

修订后
,

变化最

大的是第三产业的总 和比重大大地提高了
。

对照

本文的研究
,

年的 速度不变
,

一

年间 平均低估了 。 国家统计局 《第一次全

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
。

本文将据此
,

对前面章

节中的成果进行一定的修正
。

由于具体到分行业的

数据和普查后的年鉴还未公布
。

因此
,

本节的结果只

是一个大概的估计
,

仅作为一个敏感性分析的参考
。

我们假设 一 年间
,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

及分行业数据都不发生变动
,

各工业子部门增加值

一 年间年增长率调高 。 。

因此
,

修正后

的结果如表 所示
。

衰 年调离 后中国工业郁门

能派消费增工的分解 单位 万吨标准煤

期阅 八城户户 川与与 注‘‘ 超‘

柳卜枷 一
。

注 表中符号为负的表示的是能源消费的减少
,

符号为

正的表示的是能源消费的增加
。

表 中的数据显示
,

随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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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中国工业部门由于产出增长而导致的能源消耗增

由之前的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调高增长

率之后的 万吨
。

能源节约也由之前的

万吨标准煤增长为 万吨
。

从百分

比来看
,

能源节约中有 是由于能源强度下降

引起的
。

这很清楚地表明了
,

之前关于中国工业部门

能源消费变化中结构变动效应与能源消耗强度效应

的相对重要性的结论
,

在调高产出数据后仍然成立
。

三
、

结 论

首先
,

本文的结果发现以前学者 块
, , ,

昭
,

研究的结论 即 年以前中国

工业部门的能源节约主要是由能源强度的下降造成

的
,

在 一 年间依然成立
。

一 年

间
,

工业部门的能源节约完全是由能源强度的下降所

贡献
,

能源消耗的强度效应对能源节约 的贡献为
。

这表明了中国始自 世纪 年代初制

定的一些能源节约政策效果依然显著
。

中国 年代

后制定的能源政策过程如下 年
,

确立了
“

开发与

节约并重
,

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
”

的能源方针
,

并

且把节能工作纳人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
,

建

立了比较完整的节能管理体制 年
,

颁布了《节约

能源法》
,

迄今已制定实施的能源和节能国家标准达

项
。

世纪 年代以来
,

政府又将改善生态环

境
、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新的发

展目标
,

通过实施产业政策限制和强制淘汰高物耗
、

高

耗能
、

高污染的产品
、

技术和企业
,

建立起旨在改善环

境质经的排污收费制度和酸雨
“

双控区
”

的划分及控制

目标 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绿色能源
、

推广节能产品

和技术的计划和示范项目
。

这些能源政策措施使中国

在 翻两番的同时
,

能源消费仅翻了一番
。

其次
,

在对结构变动效应和能源消耗强度效应相

对重要性的分析中
,

本文发现在 一 年间
,

结

构变动效应对能源消费主要起增 的作用
,

这反映了

中国近几年来产业结构盆型化的倾向 从耗能少的部

门向高耗能的部门转变 而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对能

源消费起减且作用
,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的增长之所以

没有那么快
,

完全是由于能源消耗强度效应的作用
。

结构变动效应弓起的增盆占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减 的
,

哪个效应的作用更大由此可见一斑
。

即使在

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调高了中国 的增长率

后
,

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

只是数字上有些轻微的变动
。

这给我们带来的政策启示是 中国提出的从提高能源

效率和转变经济结构两个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

路
,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是非常正确的
,

但是
,

本文

的观点是在这两个途径所起的作用上
,

更可取的是提

高能源效率 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技术
、

开发新能源等
。

为什么这样说
,

而不是说把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倾

向纠正过来以减少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呢 原因有

二 第一
,

大幅度转变中国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倾向不

太可能且没有必要
。

中国目前进人重工业阶段的主

要原因
,

是因为随着人均收人水平的提高
,

已经引发

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

求
,

而且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在迅速地加快
,

各项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或进人规划将要进行
,

而这一

切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
。

所以要大幅转变工业结

构
,

就必须限制居民对住房
、

汽车等的消费
,

且削减公

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建设的根

本目标
。

再则
,

中国对重工业产品的籍求大部分也不

可能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
。

这是因为中国是有着巨

大人口和辽阔国土的经济体
,

与中国香港
、

新加坡等

地区与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

所以
,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
,

这个阶段是绕不开的
。

因

此
,

能源的消费也减不下来
。

况且
,

根据本文的分析
,

中国即使在重工业化倾向不明显的 。年之前
,

通

过部门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能源减 作用也极其有

限 见本文的数据分解结果部分
。

因此
,

在工业结构

方面
,

中国应把注意力多放在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引导

上
,

着重发展一些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
,

避免各

地方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的现象发生
。

第二
,

尽管中国二十多年来节能成就显著
,

但是

工业生产的能耗仍然很高
,

节能的潜力还非常大
。

根

据 年国家发改委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显

示
,

年
,

按当时汇率计算的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
,

中国为 吨标准煤
,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倍
,

比美国
、

欧盟
、

日本
、

印度分别高 倍
、

倍
、

倍和 倍
。

而从单位产品能耗来看
,

以 年
,

电

力
、

钢铁
、

有色金属
、

石化
、

建材讨长工
、

轻工
、

纺织 个行

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纬
。

另

外
,

主要耗能设备能源效率也大大地低于国际先进水

平
。

可见 年以后中国的能耗还在进一步地加

大
,

中国的节能潜力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

综上所述
,

中国要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的目标
,

主要还是应该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也即进

一步降低能源强度 来完成
,

尤其是要注意调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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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
,

多开发一些核电
、

水电及可再生能源 还有

就是改革能源价格机制
,

避免由于能源价格的扭曲造

成能源消费的负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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