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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远

论上海能源与经济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加快交通、 通信、
能源、 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开发与建设。 这是当前加快经济发展的迫
切需要， 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 。 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 探讨上海能
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关系， 预测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并提出90
年代缓解上海能源供需矛盾的若干对策。

一、 上海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海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息息相关。 在此，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作些探讨。
1. 能源是促进或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能源是产生各种能量的资源。 能源供应充

分与否， 利用得好不好， 已经成为促进或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现实社会生产中， 能源不仅是燃料和有机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 而且是现代化生产的

主要动力来源。 这是因为， 现代化生产是建立在机械化、 自动化基础之上的高效生产， 生产
活动主要不是依靠人的体力， 而是通过动力来实现的。 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发展过程中， 有
了劳动力、 生产工具、 劳动对象， 如果没有能源， 通常还是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只有能
源同其他要素相结合， 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所以， 从某种意义 上说， 经济的增长是建立
在能源消费基础上的， 没有坚实的能源基础， 没有充足的能源供应， 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基本
的动力条件。

经济增长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同时又在一定范围内受能源供应状
况的制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麦多斯等人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 限＞＞ 一 书
中， 提出人口增长、粮食供应、 资本投资、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
因素。 在该书中， 虽然麦多斯等人没有特别提出能源问题， 但能源是最基本的资源则是人们
的共识。 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 对人类发展的前景估计确实过千悲观， 然而他们提出的
关于自然资源短缺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供给方面出现的严脏间题的论点， 有助于人们
认识资源短缺（包拈能源短缺）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现实也很能说明问题。
1988年6月， 我国失发的结构性能源短缺， 岛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全国有40%
的工业生产能力因缺乏能源和原材料而闲置， 一 年少创产值4000亿元、 利税500亿元。 上海
在80年代由千受能源供给的限制， 每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企业停工待电， 而上海产业之间配
套性强、 关联度高， 部分企业的生产停顿或收缩， 必然在全市工业生产中引起连锁反应， 以
致影响了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

2. 上海能源消贵弹性系数的变化与经济增长。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彼此联系、 相互制
约的，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能源消费凰年平均i 曾长速良与国民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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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 即由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来反映。 它是一种从宏观角度考察能
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指标， 目前， 被国际上广泛采用若。根据对上海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变化趋势的分析，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具有如下关系s

第一， 在一定的年份内， 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 上海总的能源消费屈与经济实力
成正比。上海能源消费总址越多， 全市经济实力越强，反之， 则相反。例如， 上海1980年能
源消费总量达1974万吨标准煤， 国民生产总值为311.89亿元； 1985年能源消费总量达2553万
吨标准煤， 国民生产总值为466.75亿元; 1990年能源消费总量达3107万吨标准煤， 国民生产
总值则为744.67亿元。

第二， 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同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成正比。如 “六五” 期间， 上海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9.1%, “七五” 期间为5.7%， 而“六五”期间上海的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3%,

“七五” 期间为4 %。
第三，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十小， 反映着上海经济发达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能源消

费弹性系数值的大小与上海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一1979年的31年间，
因上海经济发展处在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迈进的阶段，故这期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平均值
为0.96。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达， 节能措施的采取，
1981一1990年的10年间， 上海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平均值降为0.62。

3. 上海单位产值能耗的发展变化。能源消耗弹性系数是一个宏观指标， 只能概略地反
映上海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趋势。为了对上海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更
深层次的了斛， 还有必要对单位产值能耗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所谓单位产值能耗， 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每生产一定单位的社会产品产值， 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在80

年代， 上海每亿元工业总产值能耗的变化情况， 如表1所示g

（ 

80年代上海每亿元工业总产值的能源消费量的变化
表1

年份 ! 1980 1981 1982 1983 

综合能耗
万吨标准煤） 2.54 2.47 2.40 2.29 

资料来源： 《上海物资能源统计年鉴—1991 〉〉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 

2.05 2.24
I 

. 2.12 2.25. 
I 

2.17 2.09 

由表 1 可见， 80年代上海每亿元工业总产值的综合能耗除1986、1987年有所上升外， 其
余年份均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上海的能源利用率正在逐步提高。

二、 上海能源消费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上海的能源消费不仅与其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而且与其经济结构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现就上海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轻重工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关
系分述如下。

止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产业结构如何， 对耗能关系很大。1990年， 上泡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 耗能最大

的是第二产业， 全年耗能为2404.29万吨标准煤， 占当年全市能源最终消费量的77.4%，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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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少的是第三产业， 全年耗能为402.99万吨标准煤， 占全市能源最终消费量的13%，耗能

最少的是第一产业， 全年耗能为50.72万吨标准煤， 占全市能源最终消费戴的1.6%。 再从单

位产值能耗来看， 则更能说明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1990年， 上海每亿元国民生产总

值的能源消费撮， 第一产业为1. 56万吨标准煤， 第二产业为4.98万吨标准煤， 第 三 产 业 为

1. 76万吨标准煤。 由此可见， 上海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要比第二产 业 低得

多。

趴能源消费与轻重工业结构的关系

工业部门是上海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 也是全市耗能最多的部门。1990年， 上海工业耗

能达2369.97万吨标准煤， 占全市能源最终消费量的76.3%。若就上海工业方面而论， 能源

消费与轻重工业结构又密切相关。1990年， 上海重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综合能耗为3.13吨标准

煤， 而轻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综合能耗只有1.17吨标准煤， 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为 轻 工 业 的
2.7倍。所以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上海轻重工业结构的变化， 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耗 能 结

构也发生了变化。1985年， 上海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结构的比例为55.6: 44.4, 同年轻重

工业耗能结构的比例为32.7: 67.3; 1990年， 轻重工业结构的比例为54.7: 45.3, 轻重工业

耗能结构的比例则为31.1: 68.9。

3. 能源消费与产品结构的关系

产品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也相当大。一般来说， 产品单位产值的能耗大小与产品加工
程度有关。 加工程度越高、 附加产值越大的产品， 单位产值的能耗量就越低。也就是说， 最

终产品或高档产品的单位产值能耗低于中间产品或中档产品的单位产值能耗， 而中间产品或

中档产品的单位产值能耗又低于初级产品或低档产品的单位产值能耗。现以上海冶金工业的

产品为例， 1990年生产1吨钢的综合能耗为647.99公斤标准煤， 而生产1吨薄板耗 煤炭

308.03公斤， 生产1 吨砂钢片耗煤炭168.25公斤， 生产1 吨带钢秏煤炭85.46公斤。

4. 能源消费与企业规模结构的关系

工业企业是能源消费的基层单位， 它消费能源的多少对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结构有重要

影响。1990年， 在上海工业企业总数中， 小型企业占92.9%， 而大中型企业却只占7.1%。一

般情况下， 重工业部门中， 小型企业单位产值能耗要比大中型企业高得多， 而在轻工业部门

中， 小型企业单位产值能耗则低于大中型企业。例如， 1990年在亟工业部门中， 上海吴泾化

工总厂和上海川沙化工厂每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分别为23.23吨标准煤和35.35吨标准煤， 大型

企业单位产值能耗比小型企业少12.12吨标准煤，在轻工业部门中， 上海规模较小的江南造

纸厂每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则只打规模大的宏文造纸厂的49.7%。可见， 能源消费与企业规模

有很大关系。

三、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预测

能源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条件。90年代， 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经济

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 上泊的能源盂求员将会大址增加。预测上海经济发展对能泥消费的总

需求量， 就是从撒的方面把能源消费与上海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联系寻找出米， 并据以预测

出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所衙要的能源消费总桩。

在研究上海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时， 用能跺消费弹性系数来研究两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是比较合适的。根据能游消费弹性系数的公式可以扯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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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开发

要满足90年代上海经济建设对能源的盂求， 从根本上解决上涧能源的供需平衡问题， 就

必须重视能源的开发。 在90年代的能源开发中，我们认为，上海拟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 要进行能源开发的技术经济分析。 在上海能源的开发工作中， 有许多技术经济问

题儒要解决。 例如， 我们应该多开发一次能源， 还是多开发二次能源？多开发常规能源， 还

是多开发新能源？多开发清洁能源， 还是多开发非清洁能源？哪种能源应先开发， 哪种能源

后开发？等等。 过去， 我们往往就事论事地进行决策， 缺少充分的技术经济分析， 以致某些

能源的开发未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开发能源同其他生产活

动一 样， 要讲求经济效益， 要对开发不同品种的能源资源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 这就不仅要看能源资源条件， 而且还要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 因此， 在90年

代， 我们必须对各种能源资源在质晕、 品种、储存条件和开发利用的社会条件等方面进行技

术经济分析， 作出综合评价， 为经济合理地开发各类能源资源， 为上海能源工业与国民经济

的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其次， 要增加上海能源工业的投资并完善其投资结构。 能源工业的发展是涉及到工业发

展和国民经济的全局性问题。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特别是自出现能源危机以来， 各工业发

达国家都把解决能源问题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许多国家都把能源工业列为战略重点。 解放

以来， 上海能源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市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 大多数年份都在14％左

右。 而据我国能源专家分析，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 协调发展， 能源工业基本建设

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一般应掌握不低千20%。 可见， 上海能源工业基本建设

投资占全市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90年代， 我们应多渠道、 多层次、 多方位

地增加上海能源工业的投入， 以提高能源投资占全市投资总额的比重， 加快上海能源工业的

发展。 此外， 要使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从而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能源

产品的需要， 上海能源的投资方向也应作适当调整， 并恰当地确定本市能源工业内部的投资

分配比例， 完善其投资结构。

再次， 要积极而又慎重地建设能源基地。 上海是一次能源调入型的地区。 长期来， 上海

经济发展所需的一 次能源主要依靠国家计划分配， 由兄弟省市廉价供应。 近10年来， 随着全

国各地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 各地对能源的需求剧增， 国家给上海的能源计划调拨量逐年减

少， 能源价格逐步上涨。 如国家给上海的煤炭计划词拨量由1985年的1048.5万吨减少到1989

年的900万吨。 那么， 90年代上海如何从外地获取能源呢？一般说来， 上海从外地获取能 源

的途径不外乎以下五种： （1）国家计划调拨； （2）直接的现货购买 J (3）根据长期供

货合同的期货购买； （4）用输出技术换取能源； （5)在能源资源丰富的省直接投资， 或

与能源资源省合资开发能源， 以获得能源。 据此， 上海在90年代除了要确保国家能源调拨计

划的兑现， 多渠道、 多层次、 多形式地从市场上筹集能源资源以外， 还要按照因地制宜、 合

理分工、 各展所长、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 积极

而又慎重地在能源资源省建立若干个稳定的能源基地。 这里的所谓积极， 是指建设能源基地

要从战略上下大决心， 尽可能地集中一部分力址进行能源基地建设， 从根本上缓解上海能源

的供需矛盾；所谓慎重， 是指建设能源基地要在战术上慎重从事， 进行科学论证， 不可轻率

拍板， 从而避免决策失误， 把有限的力扯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

复次， 要大力开发新能源。 目前， 在上海能源消费中， 常规能源 “唱主角 ” 的状况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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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而同这种状况还要维持相当长的 一 个时期。 但从长远乔， 人类寄希塑千新能源。 新能

源是一个相对概念， 现在主要指核能、 太阳能、 地执能、 风能、 海洋能等。 在这些新能源

中， 核能只有燃料资源丰富， 发电成本低， 燃料运输、 储存方便， 运行可旅， 寿命长， 不污

染环境等优点， 至千核电站对环境的放射性影响， 只要严加防范， 安全方面是有 可靠保证

的。 我国利用核能技术已日臻成熟， 上海应抓住时机， 尽早筹划， 积极发展核电工业， 逐步

改变上海的电力结构， 进而改善上海的能源结构。 另外， 太阳能的开发也大有可为。 总之，

90年代， 上海在积极开发利用常规能源的同时， 要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核能、 太阳能、 海洋

能、 地热能、 沼气能和其他新能源， 以缨解本市能源之紧缺。

2. 节约能源

节约能源和开发能源一样， 是上海乃至全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90年代，

要解决上海能源短缺间题， 一方面要开发， 另 一方面必须节约。 从实际情况来看， 80年代上

海的节能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节能的潜力仍然很大。 目前， 上沔能源利用率仅为
36％左右， 而美国、 门本、 法国都在50％以上， 英国、 原联邦德围也都在40％以上。 尽管各

国国情不同， 统计方法不完全一致， 不宜简单地对比， 但我们上海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间的

差距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上海的节能降耗任重逍远。 笔者认为， 90年代， 上海节约能源

的主要途径是：

第一， 调整经济结构。 上海单位产值能耗不仅比发达国家而且比某些发展中国家明显偏

高，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 90年代逐步时犯上润的经济结构， 努力使经济

结构合理化， 是节约能源的重要迩径之一。 具体地说： 在产业结构方面， 要稳定提高第一产

业， 积极调整第二产业， 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到本世纪末， 上海一、 二、 三次产业占全市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项为5 : 50 : 45。 在轻重工业结构方面， 要适当提袄耗能少的轻工业比重，

合理压缩耗能高的重工业比项， 使上海轻蜇工业保持合理的比例；在重工业内部， 要突出发

展能源工业和低能耗的机械工业， 适当控制高能耗的冶金、 化工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在产品

结构方面， 要从全局出发， 根据市场需要和能源供应的实际悄况， 充分发挥上询的生产技术

优势， 压缩粗放产品， 控制低档产品， 提高产品加工深度， 重点发展高技术含耜、 高市场容

悬、 高附加产值、 高创汇、 裔效益、低能耗、低物耗的产品。 在企业规模结构方面， 要按不

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对上海现有企业规模结构进行调整。 例如， 在重工业中， 应多发展那

些技术先进、 能源消耗低的大中型企业， 对能耗高、 效益差的小型企业则要有步骤地关、

停、 并、 转；在轻工业中， 应多发展一 些能耗低、 效益好的中小型企业。
第二， 依靠技术进步。 上海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过程还比较落后， 这也是

上海能耗较高、 浪费较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 依靠技术进步， 挖掘节能潜力， 是90年代

上海节能的主要措施。 只有把产品的能耗降下来， 上海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减少对能源需求

的依赖。 为此， 在90年代， 上海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拓宽资金渠道， 增加节能资金的

投入， 提高节能投资在全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的比重； 二要加强节能技术的研究、 开发和推广

工作，三要用先进的节能设备替代落后的耗能设备， 用最佳的生产工艺替换能耗高的落后生

产工艺， 用先进的操作技术代替落后的操作技术， 逐步降低上海单位产值的能耗；四要积极

寻求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 搞好节能技术的引进、 消化、 吸收和创新， 促进本市节能技术的

转让和应用。

第三， 合理使用能源。 现在上海能源利用率之所以尚不高， 与没有合理使用能拥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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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因为某种能源的经济用途和可使用方向都是多方而的。 只有最合理地使用各种能源， 才

能提高能源利用率， 才能保证使有限的能源资源发挥最好的经济效益。 上海在90年代应根据

各种能源木身的特性和生产工艺过程对能源的不同要求， 合理使用各种能源， 以达到能尽其

用的目的。 能源合理使用包括能源的合理分配供应和合理选择使用两个方面， 而能源分配供

应合理与否更为重要， 它不仅关系到上海能源有效利用程度的高低， 而且关系到上海能源供

需的平衡间题。 为此， 必须贯彻择优供应的原则， 以便使用同量能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第四， 制定有助于节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 90年代，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节能工作， 上海

应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制定以下必要的经济政策和法规: 一是价格政策。

要改变能源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不合理现状， 适当提高能源价格， 分阶段实施， 逐步理顺能

源价格体系， 以利千加速上海能源建设， 促使企业重视节能工作。 二是信贷政策。 对一些重

大的节能技措项目， 银行贷款应当优先、 低利、 优惠， 并应明确规定节能利润偿还贷款后的

企业留成比例， 以调动企业把更多的生产发展基金用于节能的积极性。 三是税收政策。 在维

持能源税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应分别不同情况， 确定不同的税率， 如对能耗高特别是超能耗

的产品征收高额能源税， 而对耗能低特别是节能效果叮、 社会需求大的产品则征收低额能源

税， 从而迫使企业淘汰高能耗产品， 发展低能耗产品。 四是奖惩制度。 对企业超定额耗用的

能源应当加价收费， 由超耗引起的加价费用不得计入成本和营业外支出；对在节能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奖励， 以便把节能与企业、 职工的利益结合起来， 促使上海

节能工作持续地开展。 五是节能法规。 90年代， 应在«上海市工业企业节约能源暂行规定》

的基础上， 根据国务院＜＜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的精神， 结合上海节能工作的实际， 制定

«上海市节约能源管理法兄用法律手段对合理利用能源、降低能源消耗予以保障。

经济改革理论的新探索

一«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副教授撰写的专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结合我国的改革实际，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机

制理论方面， 提出了以下富有新意的见解。

(1)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作者与众不同的观点是认为应把过渡时期划归社会主义

的初级阶段。 (2)在企业运行理论中， 强调企业改革必须实现长期利润极大化的 经营目

标， 并提出了企业运行轨迹的六点思路。 (3)对于市场体系问题， 以 “市场四重规定性”

和 “市场体系四大要素说“ 为主论依据， 进行了颇有新意的分析。 (4)宏观调 控理论方

面， 作者提出了 “宏观调控五大目标” 说和 “以市场调节为基础、 以国家调节为主导” 的新

论点， 并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结合概括为 “ 四维空间结合态” 的新模式。

该书作为一本学术著作， 着意理论探索是它的特色。 因此， 不论书中提出的新观点是否

能为大家所认同， 作者对经济改革理论进行的探索和研究， 对于推动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具有

积极意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宋涛为此书作序， 并给予高度评价。

（顾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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