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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宏观调控初见成烛，但还不能适应全面踵设小

康社会的帽要 

2004年党和政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宏

观调控对过热行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治理，在取得 

GDP 增长 9.5% 的好成绩下各方亦昔遍取得成效。如

过热行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己得到遏制，连续4年

因滥用土地等而减产的粮食产量亦出现了恢复性增产，

能源短缺亦有所缓和，特别是悔改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消费弹性系数比 2003 年亦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耗能

全部靠开发的被动局面没有改变，距历史上经济增长 

1/ 2 靠节能的常规水平向远，具体对比如表 l 。 

在 1 各阶段能源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对比 

J"十五"前三年
项目 "六r 咀.. "八五.. "九五|小计 2叫川年

消费一次能说 0.46 0.66 0ω 负数 1. 09 1. 18 I 1. 05
弹性
系数 的 0.61 1. 09 0.83 0.74 1. 46 1.70 I 1.531 

注 "六五-九五、按《能源政策研充» 2003 年 6 期数据

算出电以后均按当午统计公报数据算出。

按照己公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规定的

从 2003 - 2010 年年均节能 2.2% 的要求，己连续两年

节能欠帐，若不尽快扭转，势必加重以后年度的负担。

特别是面对以下的形势更应重视。

(1)能源供应 1月十分紧张，在电力方面尽管在 

2004年发电能力增加了 5055 万 kW，但大部分地区仍

(3)由于能帽、资惊消耗高带来的环境污染己较

严重。特别是《京都议定书》生放后对我国减排 CO2 国

际压力将加大，作为世界 CO、的排放大国， 2013 年以

后有承担义务的可能。 

(4) 节能、节约资帽的潜力巨大。按 GDP单位能

耗对比为发达国家的 5 -7f音，考虑、汇率误差亦约为 3

4 倍，实物能耗亦昔遍在 40% 以上。 

(5) 水平口主要矿产资惊按人均计算本己很低，加

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严重浪费，已成为可持

续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为了保证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上

述被动局面必须尽快扭转。为此，近日国务院提出建

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和方针，为了贯彻好这一方针除

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外，井应充分借鉴"九五"期间经

济增长全部靠节能的历史经验。

2 "丸五"节能的经验给我国踵设节约型社会指明了方

向和途径

"九五"期间， GDP 累计增长 48.5% 的同时，一

次能源消费总量却由 1995年的 13.12亿tee下降到 2000

年的 13.03 亿 tee ，目 Il 创造了五年经济增长耗能全部靠

节能的历史奇迹。同时 2000 年的煤炭产量亦由原计划 

14 亿 tee 下降到 10 fl. tee并低于 1995 年的 10.81乙 tee。

由于节能显著和能惊结构改善对改善生态环境亦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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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缺电 s 煤炭供应紧张，导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频发， 有利。尽管有些同志认为煤炭产量统计有误差，即使

对非拉小煤矿的整顿亦受到影响。 加上 5%-8%的误差，仍改变不了超常节能和结构大幅

(2) 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日大，加上国际油价的暴 改善的实质。初步分析其主要经验如下:

涨对我国的能拥安全发展和经济发展均十分不利。 (1)目标明确和重点突出。根据1994 年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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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理-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方针，确定使

过热经济软着陆的同时狠抓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的转变，以为节能、减污创造基本条件，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 

(2) 措施有力落实。国务院于 1996年鉴于《节能

也》和《综合利用诠》尚未出台的实际，依靠已有的环

保怯规于 6 月 3 日以国发(1 996) 31 号文颁布了《关

于环保若干问题的决定»，以 2000 年实现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为目标，除实施严格

的环境管理和环境质量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外，对 IS

种高能艳重污染的项目，如小造纸士焦土炼油

等严格取缔。由于规定具体 责任到位故实施结果

较好。

(3)循序渐进，不断扩大战果: (a) 1997年国家

经贸委同环保总局 机械部以国经贸资 (1997) 36号

文颁布了《关于第一批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询汰工艺

和设备的名录»，共淘汰蓓后工艺设备IS种。除对生产

水泥的士立窑 普立窑和~3 万 Va机立窑政烧砖士

窑等立即掏汰外，对其它均给予一定期限井指定了代

替设备。 (b) 国务院于 1998年利用掏汰落后造成的煤

电供应宽松条件，规定从1999年起掏汰~5万 kW小

火电和非拉布局不当的小煤窑。(e) 国家经贸委等单位

于 1999年又颁布了第二批淘汰落后的目录，扩大到几

乎所有行业。以2000年度的目录为例共淘汰落后119

项，其中落后生产能力5 项，落后工艺设备90项和落

后产品 24项。以上措施节能、减污和节约资帽、的效果

非常好。 

(4) 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方面亦得到了强化。

国务院通过国发(1996) 36号文下达了《国务院批转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展开资惊利用的通知》

进→步强化和完善了相关政策，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如对原以批转的建筑节能和墙材学新项目效果尤

为明显。 

3 新形势下节能环保意识淡化，导致经济过熟和能耗厦

弹

世纪之交各方面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可持

续发展方针核心的节约、坏保工作本应与时俱进采取

有效对策，实际上却由于能拥供应宽松而使节能、环

保意识谈化，加上GDP政绩制催动经济过热和己掏汰

落后部分技术、设备重新出现，从而出现耗能量大幅

反弹， 2003年高达 16.78亿 tee，比 2000年增长28 .4%，

而 3 年的 GDP 累计仅增长26.4%。具体情况如r:

(1)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致用能量上升时，

本应利用《节能法》颁布的有利条件学习各方经验强

化节能教育和管理，而我们却在机构调整中普遍削弱

了节能机构，致形成了原本可避免的浪费。主要表现

在以F各点: (a) 由于农网改造和农电价下降政城乡

居民收入增加，空调等家电大增，由于对家电的能放

管理和节能教育跟不土，致造成用电大量浪费和暑期

缺电的主要原因; (b) 在加入 WTO后私车猛增下，不

仅未对高艳油车掏汰和对新车规定能放标准以促进节

油，甚至在《公路陆》中规定的燃油税亦迟迟未开征。

加上道路堵塞加剧，均导致艳油超常上升和污染加居IJ; 

(e) 建筑节能亦在淡化，新建节能建筑仅达5%，旧的

供暖体制改革太慢。 

(2) 在过热经济软着陆成功后，为应对亚洲金融

危机和保社会就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GDP适

度增长是对的，但却忽视了结构节能，致带来起能量

超长增长。主要表现以下各点: (a) 未重点发展能艳

低、就业率高的第二产业、环保产业和资惊再生产业，

而继续走发展高能艳的重工业等老路，导致GDP单位

能艳上升。 (b) 从短期放益出发，鼓励高电艳的电解

铝、铁合金和高能艳的焦炭等大量出口，导致它们超

常发展带来了电荒和能荒。(e)放松了对高能艳工业的

节能管理。如钢铁工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重视节能

井使吨钢能乾持续下降， 2003年由于忽视节能和中小

企业发展快于大型企业使吨钢能艳反上升Ilkgee，且

发展速度为GDP 的 2 倍以上。

(3)由于 GDP政绩制代替了环境质量地方行政

首长负责制，致引发了违怯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在

经济过热中部分被掏汰的落后技术和设备又死灰复燃。

主要如以下各类: (a) 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不惜

违法大搞开发区、城市广场和高尔夫球场等门面工程，

既大量占用土地井影响农业减产，又导致钢材、水泥

等原材料盲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超常增长，均造成能

据、资掘的严重油费。 (b) 从地方利益出发，不仅出现

逼陆建设800万 Va大钢铁厂的铁本事件，甚至已被掏

汰的土焦(含改良焦)小煤矿、小高炉、地条钢、小水l E
泥、小铁含金等又死灰复燃。如地条钢分布之广甚至超 |2
过过去。 (e) 由于急功近利还出现了新的落后方式。如 l E 
2003 年全国土焦产量仍达 4川万t，占焦炭产量的 l/4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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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机焦中还出现了只产焦而将焦炉煤气和化工副产品

全部排空和烧掉的"只焦不化"的新落后方式。

以上现象通过 2004 年的治理整顿己取得很大成

放，如开发区撤销 70% ，土地收回 60% ，农业开始增

产，违怯建设得主IJ制止，过热行业大都得到控制，落后

技术大部分被重新淘汰，能荒得到→定缓解，这些均

应无分肯定，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

决。主要有以下各点: 

( 1)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仍停留在一般理解上，

尚未做到深刻rT解和全面贯彻 o 节能的重要性仍未成

为社会共识和社会指南，资掘和能掘的油费现象仍较

普遍而严重。 

(2) 在环保、节能告规逐步完善的同时，社会的

法怡观念相对薄弱，特别是某些地方领导的地方保护

主义和以权代陆的思想还相当严重，致{衣怯 j甸汰薄后

的工作在一些地方进展不快，如 2004年土焦产量仍达 

3500 万 t ，地条钢在 2005 年的 7 月初在中部某大城市

又发现 8 处等。 

(3) 结构节能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首先，

如能耗低、就业面广的第三产业在全部产业中的比重

仅 33.5%，这低于日本的 66.7% 和美国的 73.5% ，而

在 2005 年 t半年其增长比仅为 7.8% ，远低于第二产

业的 11.2%。其次在第二产业中。钢铁工业等高能起

产业仍以 20%以土的高速度在发展，亦不利结构节能。 

(4) 对于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薄弱等基本

国情，并将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制约，尚未

成为社会共识致对策乏力。 

4 加快建设节约节约型社会的设想和建议

根据温总理讲话精神和己公布的《节能中长期专

项规划»，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充分运用"九五"以环保

促节能的经验和参照国际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就我

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设想具体建议如下:

(I)坚持把资惊节约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

容。首先从根本上改变单纯依靠外延发展的粗放型增

长方式，:Jt科技含量高、经济放益好、资据消耗低、坏 

~I 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惊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r响|

言| 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惊永续利 
-<I

呈| 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
五|i (2) 坚持节约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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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i匈 

tt落后工艺、设备和产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用先进技术改进传统产业，以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和升级。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掘和废物再生产业，

可通过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等方式，对各产业的

发展进行导向和规范。 

(3)坚持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通过深化改革和

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帽的基础性

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目 IJ主要依靠沾规和政策以依也管

理和经济撤励相结合。从我国实际出发，在陆规方面除

应修订和完善《节能传》、《清洁生产陆》和相关环保法

规外，还应尽快实施《可再生能i原告》和尽快出台《循

环经济怯》和《资帽、节约与综合利用怯》等相关法规。 

(4) 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和全面推进。目前

的重点应抓好资棍、能惊 I肖艳产业中的大户，正在发

展中的交通节能和潜力大而基础薄弱的建筑节能以及

防及面广的节水和废物再生利用等，井应据具体特点

采取有效的措施。 

(5) 坚持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相结合。首先要发

挥科技是第 4生产力的作用，大力开发和推广新技术。

如钢材通过晶粒油化可将强度提高 l 倍，民 I] 为汽车、船

舶等轻型化的节材和节能创造了条件，又有利本身节

约和金材料。

从"九五"和"十五"前三年出现的两个极端历

史奇迹的经验教训，建议应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1)坚持科学发展现的教育，使人们认识到节约

是一项基本国策和长期任务，决不能在取得一定成果

后便放松致形成反弹。为此，应将每年的节能宣传周

改为节能宣传月，井和表彰先进活动结合进行，以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 

(2) 加强市场经济及怯治经济的教育，以提高全

社会的也怡观念，加土必要的政策撒励，以促进各项

节能怯规顺利实施和对违怯行为的群众监督。 

(3) 从"九五"经验和"十五"的教 1)11来看，解

决好各级干部的以权代 1圭和地方保护主义等落后思想

是各项节约 1去规能否贯彻的关键。除了解决对地方领

导干部的政绩正确考核外，还应通过加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教育，即充分国明保护落后生产力。既未

师、于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又严重损害广大群众的根

本利益，是严重的错误，必须彻底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