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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能源效率的系统分析》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总能耗）预测模型。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众多变量中选出与中国能源消费量灰色关联度最高的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
的支出、第三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分别表征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中国能源效率的系统分析》对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技术进步等五个变量之
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研究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GDP总能耗预测模型。
协整关系模型表明能源消费量的长期技术进步弹性为-0.0072，产业结构变化弹性为-0.7245，对外开放
程度弹性为0.5791。

　　（2）包含环境因素的各省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
投入方面有能源消费量、农作物播种面积、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因
素，产出有GDP和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的环境污染指数倒数。
1995-2006年12年平均，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从高到低排列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
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犀收敛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都存在收敛。
用Tobit回归方法研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就
业人口增长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重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能源结构、能源
禀赋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相关。

　　（3）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能源生产率表征）的影响。
用包含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sit指数）将中国各省份技术进步分解为
代表“硬”技术进步的科技进步指数和代表“软”技术进步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面板
计量回归方法研究的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
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而从区域来看技术进步三大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提
高程度，东北和中部要大于东部和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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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孙立成、周德群（2008）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7-2006世界12个国家能源利用效
率和变动指数，同时检验了变动指数的收敛性，其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没
有显著提高，其原因在于能源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收敛性检验表明地区能源效率的趋同性趋势并
不明显。
师博、沈坤荣（2008）将知识存量纳人生产函数，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中国省级全要素能源效
率，并从市场分割角度讨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995-2005年全要素能源效率东
部最高且较为稳定，中西部则呈现螺旋型演进趋势，作者认为是市场分割影响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地
区工业规模效率的形成，从而造成了省际能源效率的损失。
李世祥、成金华（2008）基于生产理论的非参数法，运用不同情景目标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对省级、
工业行业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省际之间能源效率差异较大，节能潜力还很大。
王群伟、周德群（2008）运用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1993-2005年中国28个省区市的全
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同时利用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各分解指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能源效率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具有相似性，这证明了能源效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
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吴琦、武春友（2009）从综合投入、技术效率和有效产出三个角度定义能源效率，构建以能源消费总
量、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为投入指标，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为产出指标的能源效率评价体系，并且构
建了能源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能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袁晓玲等（2009）根据测算出的包含非合意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了区域能源效率收敛性并通
过Tor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值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
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资源禀赋呈负相关，与能源价格呈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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