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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之路 一、对发展模式的再认识 2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现在有几个世界经济大国

的会议。什么叫世界经济大国呢？这有个标准，就是要有三

个数字占到世界的5%以上。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的GDP要占到

世界经济生产总值的5%以上；第二个数字是外贸，一个国家

的外贸总额要占到世界外贸总额的5%以上；第三个数字是一

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要占到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5%以上。我们

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0%，这三个数字就算达到5%也

不算先进。我们现在属于什么情况呢？距离这三个5%并不很

远。到2005年，我们国家的GDP已经占到全世界的4.8%，仅

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第四位，到2010年将超过德国变

成第三位，2020年会提到第二位。在外贸方面，2005年我国

已占世界的6.5%，超过5%，是世界第三，2010年将变成世界

第二。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是9411亿，已经是世界第一。 只

看这几个数字，我们国家的情况似乎不错，但需要冷静的分

析。我们这20多年来经济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基本生产

要素的大量投入，靠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靠付出沉重的环

境代价，另外是靠着人为投资拉动，还有就是靠大量引进国

外技术和使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前20年，这些要素对于

我们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 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写了一本书，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

“要素导向型”，即靠几个要素导致了一个阶段经济的快速



增长。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持续的，是低

门槛的经济，增收不增利。有人说中国出口8亿件衬衣才能买

一架飞机。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旦资源出现制约，经济可能

就会遭受到重创。现在我们国家每日耗水量、污水排放量都

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世界第二。大家

总的来说钱多了，但是污染又导致人民生活品质、健康状况

的下降，这种情况要给予足够重视。 来源：www.examda.com 

除了“要素导向型”的模式外，还有一种增长模式，就是“

创新导向型”。“创新导向型”的特征是什么呢？我概括的

不一定完全。第一是主流产业和企业要有创新能力，产品附

加值要高，专利要多。第二是产业链脱离了粗放形态，走向

了集约化、专业化，竞争能力强。第三是现代化的第三产业

蓬勃发展。再有就是具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研究

机构和教育体系，并与企业密切联系、互动互强。可以看出

，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世界上，已经有从“要素

导向型”的模式转变为“创新导向型”模式的成功例子。比

如芬兰、韩国。芬兰国家小，520万人，现在它的竞争力进入

了世界前列，原因是抓住了微电子发展的机遇。我们的邻国

韩国人均GDP在1962年只有82美元，还不如我们现在的1/10，

但是现在已达到人均1万美元。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对研究、开

发的投入很大，它的研发投入占经济总投入的2.96%。当然也

有不成功的例子，比如阿根廷。阿根廷人均GDP曾经达到美

国的2/3，但就是特别依赖外资，依赖美国的资本，依照这样

的方式走下去，必然导致大量债务和通货膨胀。 现在，我们

国家正在力求从“要素导向型”的模式转变为“创新导向型

”模式。以胡主席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

国家，这一系列思想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关于发展问题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兼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这些思想标志着我们

对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新的觉醒。那么如何科学发展呢？

如何从“要素导向型”转变为“创新导向型”呢？我想，我

们国家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能源，可以说能源是我国

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瓶颈问题. 二、中国能源的供需现

状、发展预测和存在的问题来源：www.examda.com 1978年

至2000年，我国靠能源翻一番支撑国民经济翻了两番，这是

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不断增长，从1992年开始

，消费量已经超过了我们自己的生产量。就是说，在1992年

以前，我们的生产多于消费，但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

消费逐渐多于生产，我国成了能源不能完全自给的国家。目

前能源自给率大约93%，有7%的对外依存度，这7%主要是石

油。1985年石油净出口3540万吨，1993年开始转为净进口

，2005年净进口达到1.4亿吨，这占了我们石油总需求的40%

以上。 到2020年，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但绝不能靠能源

也翻两番来支撑这个发展，况且中国的能源也翻不了两番，

不论是自己生产还是进口，都不行，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

。所以，必须降低能源消耗增长的速度。前20年我们以能源

翻一番支撑了国民经济翻两番，我们在未来实现经济翻两番

，仍然要尽可能把能源消耗控制在翻一番多一点。2000年全

国能源消耗13.6亿吨标准煤。据专家估计，在采取各种措施以

后，我们可望到2020年经济翻两番时，只用29亿吨到33亿吨

来支撑。 根据这样的预测，我归纳一下，中国能源存在三大



问题： 第一，人均能源资源少，供需有差距，这个矛盾会越

来越尖锐。我们国家能源探明可采存储量和世界排名是这样

的：煤，1145亿吨，占世界的11%，排名第3位；石油，33亿

吨，经过这几年开采已经没有33亿吨了，只有25亿吨，占世

界的2.3%，排名第11位；天然气3.5万亿立方米，占世界

的2.5%，排名第20位。但是，中国人口众多，能源矿产人均

储量低：煤，世界人均160吨，中国人均90吨，占世界人均

的56%；石油，世界人均23吨，我们只有2.5吨，占世界人均

的11%；天然气就更低了，世界人均天然气23200立方米，我

们只有1080立方米，占世界人均的4.6%。 中国是世界能源大

国，一次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都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消费水

平并不高。以标准煤为例，中国2000年消费12.14亿吨，居世

界第二位(第一是美国，为31.24亿吨)，但是我们人均才消

费0.96吨，比美国(11.08)、日本(5.8)、俄罗斯(5.32)都低。但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像美国那样消费能源呢？我可以肯定地

说，如果我们真的达到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那是什么

概念呢？全中国13亿人，就等于人均能源消费再高10倍，全

世界的能源都给中国也不够用。所以这个路是死的，中国不

能照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走美国道路走不通，全

盘西化、什么都学美国不行。 第二，能耗强度高、效率低，

浪费大。近20年，我们国家在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2004年

与1990年相比，全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45%，应该说成绩很

大。但是由于迅速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和以煤炭为主的能

源结构，以及技术落后和管理不善等原因，中国与先进国家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GDP占世界GDP的4.8%，可我们对

煤和石油的消耗却分别占全世界的31%和7.5%，单位GDP能



耗仍然偏高。比如住房，现有的400亿平方米建筑中，99%属

于高能耗建筑，新建筑也仍然有95%属于高能耗建筑，单位

建筑面积的能耗为发达国家的2到3倍，每年多消耗几亿吨标

准煤。我国的发电、冶金、建材、化工、交通等产业消耗全

部一次能源的80%左右，这几个行业是能源消耗的老虎，单

位产品能耗平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的20%到30%。2000年能源

系统总效率为10%，约为发达国家的1/2。资源开采回收率只

有32%(比如我们开采煤矿，有专家说，我们是开一个煤矿丢

两个煤矿，把最好开采的煤挖出来了，其他的都扔了)，能源

使用效率只有33.4%。这两个数据分别比国际水平低10%左右

。“十五”期间大家都已经很注意这件事了，但还是没有控

制住，GDP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之比仍然高达1∶1。这样下

去GDP要翻两番，能源消耗也要翻两番，长此以往无法承受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结构不良，

污染严重。中国能源的结构长期以来是以煤为主，煤炭过去

在全部能耗中几乎占到100%，后来慢慢下降，现在占到68.8%

；石油在能耗中的比重慢慢增加，从1952年的1.3%到了今天

的20%。天然气也在增加。水电和核电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但现在合起来也只占到6.8%。这跟世界能源结构大不一样。

世界能源结构是石油第一，煤占的比例相对小一些。我们这

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现在二氧

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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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