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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能源 2013

姻本报记者贺春禄
连日来，“光盘活动”一词频频见诸报端，

成为龙年年末中国的又一流行词。随着国人节
约意识的增强，中国式的“剩宴”已不再流行，
“光盘活动”正成为人们外出就餐时的主流选
择。
而这场从政府到民间纷纷倡导的节约行

动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另一深层次目的———
通过管理节能达到节能减排。
“如今中国人不仅开会多，饭桌上的浪费

更是惊人。对这些进行控制和管理，就是通过
管理节能实现节能减排。”近日，中科院广州能
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蔡国田博士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削减会议、减少食物浪费等等，都是减少

碳排放的积极手段。但是，据记者了解，目前我
国在管理节能方面的进展却并非尽如人意。

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1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管理节能、技术节能与结构
节能的基本内容已涵盖其中。
管理节能是依靠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等，加强能源消费主体管理实现节能；技术节
能是指依靠能源领域持续的技术进步推动节
能；结构节能是指推动经济需求转型、调整产
业结构等达到节能的目的。
管理节能相比结构节能与技术节能而言，

政府主导控制的力度更大，所产生的效果也可
以立竿见影。但是，由于管理节能涉及人们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多方面的改变，
“目前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蔡国田说。

例如，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 19.1%、减排二氧化碳 14.6亿
吨，但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 2011 年，我国
在管理节能方面却明显表现出“心有余而力
不足”。

2012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1 年全国有 6个省份未能完成年
度节能目标；2012年 1~10月，海南、新疆等 4
地区预警等级为一级，即节能形势十分严峻。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对《中国

科学报》记者指出，今后加强管理节能的力度
将是国家政策的重点。“当务之急是，应尽量在
最短时间内对全国能源的使用概况做一次彻
底的摸查，明确节能的重点区域、制定相关应
急补救措施和惩罚制度等。”

“雾里看花”的数据

然而，在蔡国田看来，全国能源使用的统
计数据好比“雾里看花”，其准确性与真实性有
待考察，其全面性和完整性更需要大力加强。
“我国‘十一五’确立的管理节能领域节能

目标责任制，为什么一直未能达到最佳的效
果？这种明显具有自上而下行政色彩的制度在
分配各省节能目标时，因为没有科学详细的数
据作支撑，以及缺乏各地区差异和联系研究作
为基础，严重影响了指标分配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蔡国田说。

其实，早在 2007年国务院就对能源统计
和监测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2008年国家统计
局还专门成立了能源统计司。在各级政府的要
求下，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均设立了能
源统计部门。

蔡国田告诉记者，目前省级以上的能源研
究数据相对完整，但市级以下的政府中能提供

能源平衡表的很少，许多地区连能源统计这一
项都没有。
他指出，以广东省为例，作为全国第三大

能源消费大省，该省公布的能源相关数据中，
21个地区仅广州和深圳统计年鉴有部分数据，
其余 19个能源统计数据严重不足，进而导致
广东省内不同地区之间能源差异和联系的深
入理论研究难以开展，也很难准确评价各项能
源政策实施的真实效果。
“在我国能源试图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

化管理的时候，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与基础研
究作支撑，将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蔡国田说。
对此，侯宇轩指出，在基层能源统计数据

缺失以及统计体系极为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
制定的节能环保决策往往会与现实出现较大
偏差。
在 2013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日

前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都已提
出“十二五”期间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后者更

是明确指出，这一阶段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用
电量要分别控制在 40亿吨标准煤和 6.15万亿
千瓦时左右，并将能源和电力消费总量分解到
各省（区、市），由省级政府负责落实。
“能源消费总量就好比天花板，给你多少指

标就只能消费多少，但这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
研究和数据作支撑。”蔡国田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能源领域研究专家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中国的能源统计制度
和系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基层地区的统计人
员数量不足且水平不高，一个市通常只有一两
名相关统计人员。
“其中不少统计人员的专业素质都很低，对

能源统计指标不理解。例如，能源平衡表是研究
能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但制表技术含量很高，他
们通常都做不出来。当上级机构需要收集数据
时，许多人往往信手编造甚至造假就应付过去
了。”上述人士表示。

有待夯实的基础

针对中国的能源统计领域现状，蔡国田表
示：“一定要将能源的数据统计与基础研究工作
做好，这不仅是提升管理节能的需要，更是启动
我国能源政策研究的第一步。”
记者了解到，鉴于国家统计法的相关规定，

研究人员往往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能源数据，只
能通过与政府的合作项目或者能源统计年鉴获
取信息。
上述业内人士坦言，若从改革统计法入手，

其难度相当大也非常棘手，“但我们希望统计数
据能有更大程度的公开和完善，让研究人员从
大、中、小各个层面都能进行研究，进而推进管
理节能的进步，甚至中国能源领域的改革”。
侯宇轩也认为，国家改进能源统计体系时

必须完善基层能源统计机构，培养专业的信息
收集和分析人员，还应建立健全网络共享平台，
让信息能快速、及时地公示。
除强调能源统计数据对管理节能的重要性

外，蔡国田还建议，可以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确
立社会经济发展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评价和
标准，以及大力推行以节能、低碳为特征的新技
术标准和商品标识。
“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积极倡导节约环保的

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改变过去那种大量消耗
能源、排放温室气体的所谓‘体面生活’，改变过
度与奢侈消费的不良局面，形成正确的消费
观。”蔡国田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最近很忙。随着南
方供暖问题的热议，他经常被媒体问到一个
相同的问题：“江院士，你怎么看南方供暖？”
“南方需要供暖，但需要更好地供暖。”在

近期举行的“首都科学讲堂”上，江亿对《中国
科学报》表示，南方供暖问题争论的焦点不是
“应不应该供暖”，而是“应该怎样供暖”。

不一样的供暖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环境工程学
科的倡导者之一，长期以来，江亿都坚持在节
省能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为人们创造各种
适宜的室内物理环境。
数九寒天，虽然北方室外温度一般比南

方低，但人们普遍的感觉是：南方屋内比北方
冷。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据江亿在上海所做的 785 户家庭调查显

示，这些家庭在开空调时实测温度为 12~18
摄氏度左右，不开空调时为 8~12摄氏度，达
不到人体舒适的温度范围。而在以北京为例
的北方城市里，一般家庭屋内实测温度可以
达到 20多摄氏度。
在江亿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南方

建筑的气密性做得不好，窗户和窗缝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漏风，导致每小时甚至可以达到 2
次至 3次的被动换气，这对采暖非常不利。
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北方暖气的 24 小

时连续供暖，南方空调热风设备平均每天开
的时间不超过 9个小时。通常人出门后，空调
便会被关闭，即使在家也很少每间房都会同
时开启空调。
与北方相同的集中供暖是帮助南方过冬

的好方法吗？江亿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先要参
照已经实行集中供暖半个世纪的北方经验。

在他看来，南方地区之所以不适合集中
供暖，主要是由当地的能源种类、气候特点以
及居民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而北方地区之
所以适合，除了这三种原因外，历史因素也不
容忽视。

1月 23日，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就南方集
中供暖问题明确表示：夏热冬冷地区，有必要
设置取暖设备，但建议因地制宜地采用分散、
局部的供暖方式。这种表态与江亿一直以来
的观点是一致的。

集中供暖看上去很美

目前，北方地区普遍使用的集中供暖方
式主要有城市热网供暖、区域供暖等。以北京
为例，城市热网由 6个热电站搭配 3个调峰
锅炉房共同构成。这种利用电厂发电后的余
热进行冬季供暖的方式被称为热电联产集中
供暖。
江亿坦言，热电联产集中供暖是变废为

宝，而且其燃烧效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
供暖或采暖方式。
然而，包括热电联产在内的所有集中供

暖方式，问题却不少。除了一次性投资巨大、
管理复杂之外，电、热损耗过大也不容忽视。
据江亿估计，单是用电驱动水暖这一项，

每平方米一冬就要耗费 2至 3度电。若按每
度电 7 角钱来算，一户 100 平方米的家庭可
能要多花 200元钱左右。而且，集中供暖往往
不能彻底摆脱冷热不均以及过量供暖的问
题。尤其是过量供暖，绝非简单地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予以解决。
江亿指出：“北京目前的设计温度是 18

摄氏度，对用户的承诺温度是 16 摄氏度。由
于每家的建筑情况不同，为了保证建筑情况

较差的住户也能达到承诺温度，过量供暖不
可避免。”
据悉，我国每年因过量供暖而损失掉大

量热量，大部分城市损失热量超过 15%，有的
甚至高达 30%。
其实，当南方人羡慕北方人享受集中供

暖的好处时，北方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暖气热
烘烘地烧着，自家没有阀门可以关掉。有时候
即使打开窗户，屋里仍然免不了燥热。难以及
时根据气温进行调节，是集中供暖不能回避
的尴尬。
江亿表示，水暖的流速通常较慢，住户今

天用的水暖可能是热电站昨天调控的。因此，
如果遇到天气由极寒转向正常，那么住户就
不得不面对极热的无奈。“屋子里有几个人，
太阳从东面还是从西面照进来，都会影响屋
内实际需要的热量，集中供暖对此显然无能
为力。”

分散采暖更经济环保

由于南方供热季节普遍较北方短，集中
供热成本太高。而且，南方居民每天长时间开
窗的生活习惯在集中供暖后也很难改变，其
采暖能耗强度并不会低于北方。

因此，江亿指出，南方普遍使用天然气作
为采暖能源，燃气供暖与燃煤供暖不同，更适
合分散的供暖方式。

目前，南方的大中城市大多数住宅装有
分散采暖设施，其中主要为冬夏两用的空调
热泵，个别住户采用燃气壁挂炉或电热采暖
装置。一般情况下，冬季室温大多可达到
13~18 摄氏度。
在运行方式方面，大多数家庭采取“有人

开，无人关”的运行方式，平均每台空调热泵

每天开启不超过 9个小时。实际用电量每平
方米每个冬季 6~8度电，折合 2~2.7 公斤标
煤，每平方米 5元。

调查显示，2009 年冬天上海市 785 户居
民中有超过 90%的居民使用空气源热泵供暖，
使用燃气壁挂炉的用户为 1%，较多居民采用
电加热辐射器、电暖风机、电热毯作为辅助取
暖设备。

针对南方居民提出的空调热泵采暖热能
利用率低的问题，江亿认为主要与空调出风
口设计多在上部造成的空气纵向温度梯度太
大，气流组织不合理有关。

此外，室外机结霜、化霜时不制热、室内气
流组织不当、房间气密性不好，也是影响空调
产热效率的因素。

江亿表示，有关厂商已在积极研制下吹风
方式的空调以改变室内气流组织，新的化霜
方式和无霜表面室外机也在研制当中。利用
新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进行地板采暖，增加
辅助电热等方式也是空调热泵采暖可行的改
进途径。
“分户的空气源热泵能够完全满足南方采

暖要求，达到全天室温不低于 18摄氏度时，一
个冬季用电量不超过 15度电，相当于每平方
米 5千克标煤。”江亿说。这与北方热电联产集
中供暖每平方米 10千克标煤的用量来说节省
了整整一半。

江亿认为，以空调热泵作为南方采暖的主
要方式有诸多好处，除了掌控灵活、耗能少之
外，还具有价格低等优势。

与集中供暖相比，新型的分散采暖方式在
保证室内舒适度的前提下，居民采暖支出为
1200~1300元 /户，远低于北方集中供暖季所
需的 2000至 3000元钱，对大气排放的污染物
也显著减少。

中国管理节能预警
从 2010年 8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介绍文案肇

始，到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讨论通过，再到 2013
年 1月 23日国务院付梓印发，万众瞩目的《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终于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这一规划编制历时两年有余，亮
点频出，对指导我国未来能源的发展具有非同一
般的意义。但是，要指出的一点是，亮点同时也是
难点。在实际操作层面，要想让难点真正成为亮
点，必须得有坚持改革、冲破观念障碍以及突破
利益藩篱的决心与手段才成。

与时俱进的亮点

在经过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石油
地缘政治、欧美征收碳关税以及对华光伏“双反”
调查、日本核泄漏事故、国内油荒电荒等一系列
事件后，我国围绕能源如何发展已积累了充分的
经验。与 2007年 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能
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相比，新的《规划》与时俱
进，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并处处体现了
统筹协调、系统全面的思想。
具体来看，《规划》将能源价格长期高位震荡

的原因归结为“投机溢价”、“安全溢价”和“环境
溢价”的综合作用，并强调指出，其对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这可谓是一语
中的。金融资本投机、国际局势动荡和生态环境
标准提高如同高悬在我国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任何一个方面发生变化，都可能使我国的经
济发展因能源价格而受制于人。
《规划》总结了未来能源发展的基本原则，特

别强调要坚持改善民生，尽快消除能源贫困，这
在以往的能源发展规划中并不常见。
据悉，我国 60%的农村家庭将传统生物质能

作为主要炊事能源，他们是能源贫困人群的主
体，呼吸类疾病是致其死亡的前 4位主要疾病。
因此，改善能源贫困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建
立社会公平体系的重要内容。
《规划》指出，要依靠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

量双控制的倒逼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这是新的能源规划不可不提的一个突出亮点。从
消费总量控制到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提
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充分反映出在日益严峻的
能源形势下我国正越来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粗放式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方式将逐
步成为明日黄花。
《规划》着重指出体制约束日益显现，深化改

革势在必行。其主要方向是，对可以实现有效竞
争的业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和境
外资本适当介入，要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取
得新进展，尤其是合同能源管理、电力、煤炭铁路
运力、成品油价格等几个方面。由此可见，能源作
为一个资源性行业，垄断格局已出现松动，释放
出的市场化信号正逐渐变得强烈，部分领域市场
化和定价机制渐进改革开始成为能源改革的主
导思路。

操作仍需审慎

总体来看，《规划》中改革的气息相对比较浓
厚，而改革即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作为一个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能源控制着一国经济发
展的命脉，因此对这一规划的实施仍需审慎，要
妥善解决伴随而来的或潜在的难点，实现能源与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首先，这种基于“双控制”的倒逼经济发展方

式好则好矣，但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一方
面，能源总量控制的要求给地方经济戴上了“紧
箍”，僧多粥少，各地方政府为保障本地经济发展
必然要力争扩大自身的目标配额，由此有可能引
发地区间的矛盾，必须妥当处理；另一方面，能源
消费强度控制的要求对地方经济的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导致地方政府要在经济发展总量与
质量之间进行权衡，如何对政绩进行考核成为其
中的关键。
其次，农村不同于城镇，能源发展具有自身

的特点，不易推动。据调查发现，各地方政府对农
村能源的使用效果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例如，建设的不少沼气项目处于闲置状态，这种
“纸面工程”必须加以改正。另外，很多农村能源
项目在建设投入使用后，经常很快就失效，又无
人进行维修，技术服务跟不上，可持续性差，这就
要求重视培训农民，提高其知识水平，使其逐步
掌握适用的现代能源技术。
第三，能源价格改革触及“深水区”，如何打

破垄断成为难点。多年来，我国的能源价格机制
饱受诟病，多次呼吁改革始终不见成效。当前，除
了煤炭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外，油气领域主要
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企业垄断经营，
电力领域主要由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电投
五家企业垄断经营。要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就
是割它们的肉，必然会遭到这些企业及相关行业
的强烈阻拦。因此，在《规划》实施中要合理把握
价格改革推进的时机和方式。
最后，允许民间资本与境外资本有条件地进

入部分能源行业是时代所需。一方面，由于关系
到国计民生，能源领域显然不能对所有资本开
放。但另一方面，要推动快速发展，又不能不充分
利用社会资本，这就是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两难
选择。
尽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这两类资本可
进入部分能源行业，但它们仍不时碰到“玻璃天
花板”。因此，在《规划》实施中，我国要提高对民
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的管理水平，管得好然后才
能放得开。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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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1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2012年石油行业运行
简况》显示，我国 2012 年全年生产原油 20459万吨，同比增长
1.6%；加工原油 41526万吨，同比增长 2.1%；生产成品油 25726
万吨，增长 4.1%。其中汽油 8175万吨，增长 8.2%，柴油 15444
万吨，增长 0.9%。

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25080万吨，同比增长 3.3%。其中，汽油
7773万吨，增长 7.8%；柴油 15334万吨，增长 0.6%。 （郭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下发《“十二五”末各地区水资源费最低
征收标准》。据水利部的测算显示，一旦水资源费标准调整到目标后，将
总体平均上调３６％左右。

其中，北京和天津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最高，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平均
征收标准分别为 1.6元 /立方米和 4元 /立方米；上海、安徽和福建等
13个地区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最低，地表水和地下水分别为 0.1元 /立
方米和 0.2元 /立方米。 （郭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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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能源数据的缺失易导致管理节能决策的偏差。 图片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