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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97_E7_82_B9_E8_c26_22408.htm 中国“地大物博”多年

来成为我们惯有的思维模式，而如今频频出现的“电荒”“

油荒”“煤荒”，不断拉响了我国能源紧张的警钟。因此，

我国必须实行“循环式经济”，创建节约型社会：一方面不

断加强能源生产和进口.另一方面，宏观调控高耗能行业投资

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能源危机的造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资源储量是比较大的，然而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

量就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我国的能源短缺不是绝对短

缺，而是相对短缺。加之我国多年来，高耗能、低利用率的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本来就少的能源更加捉襟见肘。 能

源紧缺的问题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年全

国出现的拉闸限电、“油荒”等现象，使能源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能源问题成为中国政府乃至全世界的热门话题。 能源

产业，要强化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坚持节约优先、

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

能源供应体系。这是我国今后长时期的能源发展总体战略和

基本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这一战略，才能构筑稳定、

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确保能源安全，缓解能源危机

。 解决能源危机，首先从源头上拓展能源的获取渠道。我国

科技水平低导致能源的利用效率低下。自然能源中的石油、

煤、天然气都是非再生资源，用一点少一点，且已经用过的

无法再利用。如果不能通过科技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则

能源消耗得快而同时创造的价值少。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



积极开发新的可再生资源和现行能源的替代品，比如太阳能

、风能、潮汐、地热等，拓展能源、资源的获取新渠道，提

高新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开发利用

他国能源、资源。从源头上解决能源危机。 其次，是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

我国已实行20多年。初期成效不错。但近几年，由于崇

拜GDP、追求政绩的浮躁心态，以及外资、外企大量进入，

国际竞争国内化，中资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低，退而求其次发

展基础工业等原因，使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真正地改变。

若经济增长方式再不作战略转变，则能源供应必将难以为继

。因此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能源消耗向主要依

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要推进结构节能，降低高耗能产

业比重，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增强服务业等低耗能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构筑节省能源的产业结构。 最后，是

从制度上保证节能工作的顺利开展。制定和完善《节能法》

《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律。制定节能规划和具体的节能

技术指标与节约指标，建立标准先进、科学的新的节能体系

。在消费环节，鼓励使用绿色产品，如能效标识产品、节能

节水认证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抵制过度消耗等浪费资源的

行为。同时制定鼓励节能政策加以引导，在企业、社会上形

成节能人人有责、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识。在宣传节能的同

时公布全国统一的环境与资源问题举报与投诉电话，加强管

理监督，严厉打击浪费能源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