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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及碳排放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课题。
中国是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
中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目前的人均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消费水平远
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未来能源需求总量仍将快速增长，同时增速又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中国的人均能源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储量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资源储量愈来愈难以满足本
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源特别是油气对外依存度将继续攀升。
受发展阶段和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的制约，能源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居民
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还需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者全球气候政策带来的新挑
战。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化石能源燃烧所致，中国的能源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时期未曾经历
过的碳减排挑战。
能源政策的目标是保障安全供应、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三大目标的首要途径就是改善能源
效率。
节约能源、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更是我国应对上述能源挑战的一条极其重要且有效途径。
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贯穿于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项活动中。
能源效率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还是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问题，也是具有综合
性、动态性和系统性的复杂系统问题。
本报告主要应用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围绕中国的能源效率问题开展研究，期望能
够增强国内外能源政策与能源经济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并能够为中国的能源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也
能作为从事能源与气候政策相关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与工具书。
能源及能源效率问题涉及诸多学科，本报告以能源经济学为主线，围绕以下十个重要问题开展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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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源及其引致的碳排放等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全局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问
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严峻的能源挑战。
节约能源、大幅度改善能源效率是我国应对能源和气侯变化挑战的一条极其重要且有效途径。
    本报告全面总结和分析了世界与中国能源发展状况，提出了能源效率的内涵和测度方法，研究了经
济结构变化对能源宏观效率的影响、居民生活用能的城乡和区域特征、重点耗能部门能源效率、价格
对石油需求的影响、能源效率区域差异、发达国家能源效率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开展了终端用能
效率政策模拟与政策分析，讨论了改善中国能源效率的机遇10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中国能源报告》根据国际国内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形势的变化，每卷选择不同主题，开展有针对
性的研究，突出研究的实证性和政策性，期望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能源报告(2010)：能源效率研究》是《中国能源报告》系列报告的第三卷。
    本书适合能源经济与管理、气候政策等领域的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科研
院所人员及相关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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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积极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挑战，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不同
程度地加快了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
另一方面，受国内政策、发展阶段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化石能源也保持了较高比重，甚至在
某些国家、某些时段出现了上升的局面。
尽管发达国家拥有较多的技术优势，但是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重并未显著
上升。
在20世纪的后30年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等重视环保的欧盟国家和化石能源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
其可再生电力比重有所上升，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则没有上升，甚至有的出现了下降。
进人2l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石燃料价格的飞涨和全球气候政策的推动，可再生能源无论是在美国、
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尽管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还比较低，但增长速度非常快。
以风电为例，据全球风能委员会（GWEC）的统计，2009年全球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增速37.5 Gw，
比上年增长了43％，连续多年保持在30％以上。
2009年，美国、中国、印度、德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增量最多。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2009年中国风力发电较上年增长111.1 4％，至276亿千瓦时。
中国的太阳能光热发展也非常迅速，由2000年的93万吨油当量增长到2006年的340万吨油当量（IEA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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