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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能源供需矛盾的儿点设想

一、我国当前能源形势及能源供需特点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发展能源工业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 能源的开发和

建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被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 自 “六五”、“ 七五” 计划实施以
来， 虽然我国能源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但 能源供需

前景仍属严峻， 能源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入均能源资源不足， 分布不均。我国能源资源的储量比较丰富， 煤的储量仅次于
苏联、美国， 居世界第三位；水力资源的理论蕴藏量达6-8亿千瓦，其中可开发掀为3.8亿

千瓦， 居世界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藏量前景亦较为乐观。此外， 全国各地区还拥有数

量不等的各类新能源。但由千我国人口众多， 能源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并不多， 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且目前我国能源勘探程度还很低， 已探明的资源分布又极不均衡。全国已探明的煤

储量在7000亿吨以上， 但80％分布在北方， 华北地区占了64%， 而江南8省仅占2%；水力

资源约60％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地区。江南8省加山东、河南、河北、辽宁、

吉林计13省的能源资源占有矗仅占全国的13%， 但人口占 全国的63%， 能源消耗量占65%。
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重心偏东， 能源重心偏西的不合理布局， 致使能源运输蜇占全国铁路运
量的一半以上。在水运中， 煤的运噩也占1/3以上，造成交通运输十分紧张。

（二）人均能耗水平低、单位产值能耗高。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三位， 但人均能

耗水平却很低。1987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仅0.8吨标准煤， 为世界平均值的1/3;城镇居民

生活用电人均35千瓦小时， 仅为美国人均耗量的 1 %。
1987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为2. 9 3千克标准煤／美元， 而美国、日本和印度每美元产值能耗

分别为0. 71、o. 41、1. 00千克标准煤。 也就是说， 如果我国和印度消耗的一次能源相等， 印

度创造的产值近3倍于我国。在当今世界主要耗能大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 我国单位产值

能耗居世界之首。 这也说明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 浪费严重， 这是造成我国能源长期紧缺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村用能水平低， 商品能源紧缺。有8亿农民的我国广大农村， 缺能现象更为严

重。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商品能源不足， 生活用能75％以上依靠生物质能， 大量桔杆、薪柴
被烧掉， 致使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 土地日趋贫痔；森林、植被遭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导

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农业生产耗能急剧增长， 亦将步入高耗能

“农业时代” 。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 亦使农村能源消费量直线上升。

二、能源在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中的作用和地位
能源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到2000年国

民经济发展目标是： 与1980年相比， 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据

此目标， 经有关方面测算， 若按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 %， 则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

长率应为6.8%，即到2000年， 我国能源总需量将高达24.1亿吨标准煤。然而， 根据能源生产

部门测算， 到2000年我国能源年生产总蜇约为12一13亿吨标准煤， 供需缺口近一 半左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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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能耗大国， 欲依靠大量进口能源来填补缺口， 是不现实的。 当然，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能源消费构成、能源进出口量和提高节能成效等诸多措施，
能源消费量是可以压缩一些， 但在此期间， 国民经济发展将面临能源紧缺的严峻形势却是必
然无疑的。

我国是拥有11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人民生活正处千户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时期。 据
国外统计资料表明， 年人均能源消费撮在1吨标准煤时， 人民生活质嚣方面， 只能满足基本
生活的需要， 而年人均能源消费量在1.6吨标准煤时，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果到
2000年能源产量上不去， 所需缺口不能弥补， 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仅能达到 1 吨标准煤稍多一

点的水平， 看来要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将是相当困难的。
三、 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 改善能

、
源供需矛盾

要缓解乃至解决我国能源严重短缺的现状， 必须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 充分利用现有的
能源资源， 调整能源结构， 提高开发和利用水平。

（ 一）调整能源结构和布局， 建立合理的能源系统。 当前， 在能源结构上的 主 要 问题
是， 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煤炭比重过大。 1986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 煤占76%， 石油占
17.1%， 天然气占2.3%， 水电及其它占4.6%。 水电和天然气的消费构成比例与其蕴欺呈极
不相称。由此造成交通运输紧张， 环境污染严重。 而一 次能源转换成电能的效率过低， 如80

年代中期仅达21%， 而发达国家均达34％以上， 由此又造成能源大蜇浪费， 电力供应紧张。
在调整能源结构上， 应加速水电、天然气、核电的开发利用。优先发展电力工业适合我国国
情， 也符合世界各国能源工业发展的总趋势。 在能源分布上， 应力求改善我国经济 重心偏
东， 能源重心偏西的局面， 沿海工业发达地区， 能源资源少， 能源消费蜇大， 今后应优先发
展技术密集、低能耗产业， 将那些新建的高能耗企业尽簦骰于接近能源产地。 对煤、石油等
大宗能源都要进行产、供、销布局的综合优化。

（二）理顺能源价格体系。我国能源价格普遍偏低， 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 煤、石油的
价格都低得多。 由于价格的不合理， 造成能源开发、使用、分配、 运输、投资等各个环节的
诸多矛盾， 亦人为地压抑了企业挖掘节能潜力的积极性，扩大了对能源浪费性需求。由此形
成了我国目前能源消费的特点： 供应不足和严重浪费并存。所以提高能源价格， 理顺价格体
系， 既符合商品经济规律， 又利于挖潜节能， 更是加速能源建设， 摆脱能源制约经济发展的
有效政策措施。

（三）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节能在当今世界已被视为第五大能
源， 受到普遍重视。从能源预测来看， 到2000年， 如果以能源翻 一番来保证工农业 生产总
值翻两番这一目标， 能源供需之间存在的缺口很大， 故在很大程度上需通过广泛节能来予以
填补。

』 长期以来， 我国能源利用率低， 从主要产业的实物耗能水平看， 80年代初， 我国重点钢
铁企业炉焦比为562公斤，而日本在1975年就已降到442公斤; 1979年我国火电煤耗每度为422

克， 而国外先进水平为 331 克}我国工业锅炉热效率平均仅达50％左右， 工业发达国家已达
75%。从以上数据可见， 在我国节能潜力是很大的， 前景颇为乐观。然而欲在近期内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 降低单位产值能耗， 亦非易事。 我国长期以来开展节能工作，主要采取各级政
府对企业下达行政命令和直接干预等方式， 效果甚微。 今后除积极应用先进技术，加强能源
技术装备改造外， 还必须加速能源管理体制改革， 要从运用行政手段直接于预逐步转向依靠

一 25 --



商品经济规律，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达到节能目的。同时应配合当前广泛开展 的双增
双节运动，大力宣传节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四）积极发展核能能源。核能在当今世界上已被确认为经济实惠、安全可靠的成熟能
源。核燃料能量密度高， 一座10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 一年只需25—30吨低浓缩铀燃料 ，
只需一节火车皮就能拉完。而同容抵的烧煤火电站， 一年要烧掉350万吨原煤，要动用1000列
左右火车进行运送， 还要处理40万吨灰渣。因此在沿海工业发达、能耗大，能源资源又奇缺
地区，发展核电是十分合适的。它不仅能满足该地区的能源需求， 还能减轻繁忙的交通运输
紧张程度， 同时又可以避免因煤烟尘引起的污染，净化环境。从经济角度看，发展核电站虽
一次性投资较大， 但建成后，燃料便宜，发电成本比传统的火力电厂低得多，其综合效益还
是好的。至于核电站对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只要我们严格遵照安全法规的规定，严加防范，
安全方面是有可靠保证的。

（五）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地球上所蕴藏的矿物燃料有限，石油资 源日
趋枯竭， 煤的蕴藏噩也日渐减少。 要解决能源问题， 就 须不断开辟新途径， 寻求新能源。而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便是自然界取之不竭的大宗能源。这类能源具有矿物燃料所不具
备的许多独特的优越性， 如利用太阳能发电， 就有不需要燃料，无活动旋转元件，易操作，
少故障，发电容易亦可大可小，灵活性大， 且安全可靠等优点；它还属千无污染、无噪声理
想的清洁能源。我国幅员广大，这类资源极为丰富。因此，我们亦应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
组织各方科技力佩，对此开展深入、广泛的研究， 加速开发利用，以缓解当前能源之紧缺。

（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挖掘企业生产潜力。当前我国能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而
能源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 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近四十年来，能源价格变化
不大， 但产品原材料价格却不断上涨， 使一 些企业利润滑坡、资金短缺、生产面临困境。因
此，国家应制订鼓励生产、增收节支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帮助能源生产企业在自身的改革中
增强活力， 挖潜增产，从而实现多生产、多输出， 在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中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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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页）
对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汇率下调对国际收支各个项目（不是个别项目）的 平衡或

顺差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其作用是有局限的。以扩大出口为例，汇率下调无疑增
强了出口企业的创汇积极性和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能力。 可是， 商品出口的扩大除了价格因
素之外，还要受质量、售后服务、国外收入变化、需求倾向变化、保护主义等非价格因素的

制约，因而要扩大出口， 还须在其它经济和政策方面多创造条件。另 一方面，假定今后我国
的国际收支有了改善，出口增加了，也难以用计量方式比较准确地知道这次汇率下调的作用
程度， 只能有一个粗糙的估计。

对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的作用： 笔者非常重视汇率下调对推进外贸改革， 尤其是进出口企
业的自负盈亏制度实施的作用。在 汇率高估的情况下试图扩大出口，可选择增加补贴或下调
汇率。这里仅谈谈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能力。增加补贴与下调汇率相比， 后者的好处在
于： （1）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2）有利于加快改革的进程， （3）有利于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此外，这次下调对汇率制度的改革也有促进作用。在存在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
的悄况下，尽管货币当局一再强调坚持单一汇率制， 但国内外人士常常认为是变相的双重汇
率。，汇率下调缩小了汇率与市场价格的差距， 为实现两者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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