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申论考前押题（十八）：能源短缺标准表述-公务员考

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799.htm 相关内容：2007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申论考前押题系列汇总 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

还很低，但能源消费总量非常大，人均能耗却很低。目前全

世界人均 GDP 达到了 5339 美元，中国在 1998 年只有 727 美

元，2006年约为 800 美元。尽管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在世

界上已经是个大国，总体经济实力排行第七。能源消费总量

占到了世界的 10%，占第二位。但人均能耗（这是反映人民

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世界为 1.47 吨标准油，我国不到

0.7。美国约为 8 吨标准油，我们仅为它的 1/12。如果我国的

人口达到 15 亿，能耗也达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总耗能量

就是目前水平的三倍，那是非常可怕的。 2．目前的能源消

费构成与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世界的消费构成是：石油约

40%，煤炭 25%，天然气 25%，核电和水电约 10%。这样就由

以煤为主逐步演变为清洁、高效、低碳或无碳的能源系统。

而我国是煤炭占 70%，天然气和石油占 20% 多一点。 3．能

源使用效率低。现在全世界平均 GDP 能耗，每 100 万美元是

274 吨标准油，我国是 913 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3 倍。日

本是 95.9 吨，跟它比我们是 9 倍多。 原因： 1、煤、电、油

、等供给不足。供给不足是能源短缺的根本原因，由于1998

年国家整顿小煤矿而大中煤矿的建设不完善，使煤炭供给严

重短缺。“九五”期间，大中型煤矿的开工建设规模仅为“

七五”，“八五”时期的30%。而且1996年我国“软着陆”以

后，于“九五”后期调整了电力建设规模，1999年到2002年



以及一直到现在新装机增长明显下降，而经济增长引起高耗

能行业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很大，供给的增加赶不上

需求的增加，必然造成电力和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 2、产

业结构不合理加剧了能源供应紧张。21世纪初，我国一、二

、三大产业创造的GDP比率为1.7:47.6:50.7,而发达国家第三产

业创造的GDP占全部的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

二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全国各省把扩大投资作为拉动GDP

增长的最重要手段，2003年、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

，增长率分别为26.7%,27.7%。以电解铝、钢铁为代表的高耗

能工业迅速发展。2006年上半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长77.2%，

有色金属投资增长50.8%。由于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比例过大，

导致运输需求，煤炭和耗电量大幅增加。 3、铁路和管道运

输能力不足。2006年上半年，煤炭运量增长13.3%，而工业产

业投资增长47.8%，运输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其次，由于

公路运输费用过高，造成铁路运输拥挤不堪，但仍无法满足

需要。 4、产业区域不合理进一步放大了交通运力的紧张。

近几年，新增钢铁厂绝大多数设在沿海，虽有利于商品流通

和贴近市场，但加大了煤炭的运输量和运输成本，同时，给

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如果调整产业布局，把发电厂建

在煤炭产地，在当地发电，通过电网输送到沿海则可以减轻

交通运输的压力，增加能源供给。 5、能源利用率低的主要

原因是浪费严重。我国能源消费量巨大，浪费也非常严重。

据统计我国煤炭资源的平均有效回采率只有30%左右，有些

小煤窑的有效回采率只有10%左右。在能源开采过程中，大

量的可采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仍然

很低，比OECD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比如工业锅



炉，我们的平均能耗效率为6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仍然很低，比OECD国家落后20年

，相差10个百分点。比如工业锅炉，我们的平均能耗效率

为6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 对策： 1、合理利用能源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合理利用

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应该放在优先地位。（1）政府应

加强节能法的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的节能意识。例如北京市

市民普遍提倡并付诸行动的空调节能方法值得发扬光大，使

用空调夏天调高一度，冬天调低一度，效果差不多，事实上

已节约了很大一部分电能。（2）增加对先进节能技术的研发

投入，并使节能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中去。如生活中节

电、节水行为都会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增加能源

供应能力。 增加能源供应能力，从源头上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国家要增加对煤炭电力行业的投资，解决煤炭生产的资金

问题，增加新矿井的开工建设，加强勘探，增加工 业储备。

为保证煤炭企业的稳定生产，可以建立煤炭期货市场；加强

对我国石油资源勘探，实行经济开采，逐步建立石油战略储

备体系，鼓励民间增加商业储备，增加石油供应的可靠性；

同时也要考虑非石化燃料和替代能源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增

加能源供给。 3、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减缓

第二产业对能源的过度需求。 第二产业中房地产、钢铁、水

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极大地增加了对能源的

需求，加剧了能源紧缺状况，针对此情况，政府可以调整产

业结构，运用经济政策缓解投资过热，对这些行业加以限制

，坚决取缔技术水平差的高耗能企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不仅可以吸收更多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更能改变产业结



构比例，削减能源消费的增长。 4、增加煤油气等能源的运

输能力。 要加强运输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运输瓶颈。具

体来说，要增加运煤铁路建设，石油和天然气输出管道建设

，形成全国输油、输气干线管网。在现有运输条件下，提高

煤油运输能力可以通过一些运输体制改革来实现，如改革公

路收费制度，降低高速公路收费价格，降低社会的交通运输

成本，增加能源的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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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