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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实行经济干预最基本的出发点，研究
产业安全问题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增加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安全度，
从而有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能源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力基础，它涉及战略资源、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环境变化以及经
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带有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问题；它关系各国的经济命脉和
民生大计，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能源安全可以理解成为解决国家能源问题，对能源安全战略、能源开发安全、能源消费安全、能源结
构优化、能源法规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整的宏观管理工作。
在这一管理体系中，由大到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国际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安全、能源产业安全、能
源企业安全。
在能源安全保障过程中，本国能源产业被认为是根本和基础，而本国能源安全的最主要、最关键的环
节之一就是能源产业安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能源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形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不
同国家对能源产业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多项改革。
国内外专家从产业政策、外部环境、环境约束、区域合作、国家政策、产业结构、企业所有制和监管
体系等多个角度对能源产业安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能源产业安全可以从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产业控制力和产业生存环境四个方面进行评
价。

    李孟刚主编的《中国能源产业安全报告（2012版2011-2012）》共分为五部分。

    《中国能源产业安全报告（2012版2011-2012）》第一部分：能源产业发展概述。

    世界能源形势比较复杂，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方面热点的“策源地”。
“十一五”期间，我国迅速发展为世界能源大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开
工建设了一大批重大能源工程，建成了一批重要的能源基地，安全供应能力显著增强，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异军突起，能源结构和生产布局明显优化。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国务院陆续发布17项能源规划，鼓励发展清洁能源，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出新招。

    第二部分：常规能源之一次能源产业。

    我国煤炭产业安全。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到70％左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
的地位不会改变。
本部分选取产业环境、国际竞争力、对外依存度、产业控制力四个维度，产业政策环境等14项指标
对2010年我国煤炭产业安全进行评价，得出“与2009年相比，2010年我国煤炭行业处于安全状态”的
结论。

    我国石油产业安全。
本部分分析石油资源量及开采状况、供需、对外依存度、价格、产业规模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石
油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细致地介绍了我国石油产业政策、金融和技术环境，产业控制力和国际竞争
力，产业集中度和资产并购等情况，提出我国石油产业安全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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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天然气产业安全。
天然气能有效缓解能源供需矛盾，改善大气环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缓解石油供应压力、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
本部分分析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形势、价格定价机制、产业政策等环境，主要企业的竞争情况，介绍
了我国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产业发展，最后展望我国天然气产业前景，从常规天然气和非
常规天然气两方面指出提升我国天然气产业安全对策建议。

    第三部分：常规能源之二次能源产业。

    我国电力产业安全。
电力产业是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力生产与消费系统。
本部分从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煤炭开发、金融环境、技术进步以及自然环境七个方面分
析了我国电力产业发展环境。
根据2006～2010年的电力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模型（DEA）分析电力企业竞争能力。
从产业控制度和产业控制力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电力产业安全问题及对策建议。

    第四部分：新能源产业。

    我国风能产业安全。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风能新增装机产量及装备制造能力居世界首位，风电成为能源投资热点。
本部分从产业政策、投融资环境、技术水平以及成本构成来分析我国风能产业发展环境。
从产业竞争力、产业依存度及控制力及产业发展力分析我国风能产业安全。

    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安全。
近年来，我国光伏电池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从硅材料、器件、生产设备到应用系统等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
本部分从产业发展环境、产业竞争力及依存度分析了我国光伏产业安全，指出光伏产业存在的问题以
及发展对策。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安全。
本部分研究产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生物质能发电、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燃烧垃圾发电产业。

    第五部分：能源科技。

    能源科技发展。
我国能源科技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在勘探与开采、加工与转化、发电和输配电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产业体系，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在技术创新、装备国产化和科研成果产业化
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本部分介绍了我国煤炭产业、油气产业、电力产业以及新能源技术领域科技进展，2015年能源科技发
展目标，能源科技发展各领域的重点任务，以及我国能源科技发展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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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的发展进程中，民族产业具有持续自主生存和发
展的能力。
能源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力基础，它涉及战略资源、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环境变化以及经济
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能源问题与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地区利益和民族纠纷等矛盾相互交织，成为牵涉到国家战略经济和
发展利益以及总体对外战略的多层次的政治和安全问题。
    李孟刚主编的《中国能源产业安全报告（2012版2011-2012）》包括能源产业发展概述、常规能源之
一次能源产业、常规能源之二次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以及能源科技五个部分，研究了煤炭、石油、
天然气、电力、风能、光伏、生物质能七个能源产业的产业安全问题，数据及出处翔实，可作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者、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实际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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