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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年节能和减排指标成败关键。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

能源消费总量从13.8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2.5亿吨标准煤，5年

增加8.7亿吨，增长62.2%。主要是“十五”的后三年增幅太快

，每年增加2亿多吨。2006年一年又增加了2.1亿吨。按照这种

趋势走下去，不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到2010年能源消费总

量有可能达到30亿吨，比2000年增长1.2倍。这样，到2020年

能源消耗总量就有可能远远超过35亿吨。那时不仅会出现能

源危机，还会出现环境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的长远

利益出发，在“十一五”规划中规定，GDP增长速度预期

为7.5%，五年单位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到2010年能源消费

总量控制在26亿吨左右，同2000年相比，即21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增长90%。这样，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继续严格控制

能源消费，到2020年有可能做到能源消费总量翻一番多一些

，实现GDP总量翻两番的理想预期。这个理想预期决不能放

弃。这对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减少

环境污染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能源供需是否平

衡，而必须从环境的容量找出化石能源的最大可供量。以能

源消费总量定GDP增长总量，势所必然。 作为经济发展过程

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节能减排正在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和社会

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节能减排问

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浓墨重彩地阐述了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方针，提出要大力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原则，优化结构、

提高效益和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已经作为2007年各方面工作

的重点要求，节能环保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为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通过解析温家宝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让我们和新天地公务员考试研究院的申论专家

一起来探讨节能减排问题： 1．报告分析问题增长方式粗放

导致节能减排之路不畅 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易其稿，充

分听取和反映了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的作风。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2006年节能环保工作取

得的积极进展，并客观分析了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原因

，节能减排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十一五”

规划提出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目标，并在2006年首次作为

约束性指标提出。确定节能减排这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是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集中体现。2006年，节能减排工作虽然

取得积极进展，却依然面临严峻形势。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由前三年分别上升4.9%、5.5 %、0.2%，转为下

降1.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

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1.2%和1.8%，与2005年增幅相比，分别

回落了4.4%和11.3%，但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面对目

前节能减排工作的严峻形势，政府工作报告冷静分析局势，

深刻剖析原因，探讨了节能减排工作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近

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资源环境矛

盾日益尖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突出的问题。产业结



构不合理的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快而不和谐的问题。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粗放的增长方式超过了国

内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成了政

府工作报告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谈到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时，经济增长

方式粗放这一问题排在第二位，足见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高度

重视。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当前经济增

长方式粗放，突出表现在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据政府

工作报告分析，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是节

能减排预期目标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

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重工

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

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自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

入重化工业加速时期，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迅速膨胀。

我国低能耗的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从2003年的41.7％下滑

到2006年的39.5％，而工业比重相应上升，特别是高耗能产业

迅速膨胀，是我国能耗强度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2006年，

我国轻、重工业增速差距由上半年的1.8%扩大到4.1%，这一

趋势如不尽快扭转，将加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加大节能减

排的难度。 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长，是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下，要发展经

济，必然要消耗资源、影响环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发展

即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目前节能减排形

势十分严峻，节能减排难度超过预期。实际上，减排2%的目

标是根据7.5%的GDP来设计的，去年GDP达到10.7%，减排任

务难度就比较大。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四年超过10%



，无疑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国家环保总局局

长周生贤在列席人大会议分析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原因时说

，2007年没有完成任务，客观上有原因。但对我们来说，当

前不是从客观上找原因的时候，主要是要从主观上来找原因

，来改进工作。周生贤认为，2006年减排任务没有完成的主

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力，措施还不够硬，落实得不

好，针对性不强，而投资乏力也是原因之一。 据政府工作报

告分析，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和企

业没有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2006年节能减排指标

下达后，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没有同步出台，政策法规没有

完全到位，执法力度不够。“十一五”开局之年节能减排目

标未能实现，与各级地方政府执行不力有很大关系。国家环

保政策为何难以得到切实执行，究其原因，是一些地方没有

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甚至滥用行政权力保护污染。一

些地方为了拉动GDP，建设项目简单重复，大量发展高能耗

、高污染的企业，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与此同

时，节能投入、技术改造、财政等政策措施的完善和政策效

应的显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对于这一因素，政府工作报告

也充分考虑并加以了反映。 2．报告指出方向节能减排要成

为转变增长方式突破口 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贯穿了实现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的鲜明主题，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

强调发展首先要注重质量，发展速度要以发展质量为前提。

通览政府工作报告，可以明显感受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在

优化经济增长中的导向性日益明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7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任务是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

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要引导各方面认真落实

科学观，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能降耗和

污染减排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实现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政策原则之一是，

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8%左右这一较为稳健的目标，综

合考虑了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特别是经济运行

中的突出矛盾，抓住了目前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凸显了科

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导向上讲，有利于促使经济平稳发

展，避免经济发展指标被层层加码，进一步推高实际增速，

引发经济的过热和波动。 提高发展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当前

面临的紧迫任务。节能减排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的一

个标志，是我国扭转经济粗放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国民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措施。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必须有效地降低能耗，减少环境污染，转变增长方

式，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作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以促使经济“又好

又快”地发展。要将“好”和“快”统一起来，把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环境代价降下来，增加经济

发展的效益、质量和后劲，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我国经济发展

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好”



字当头，将有助于塑造可持续的健康经济，根本转变传统的

增长方式，树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杆。 与2006年政府工作

报告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具体的

节能减排的年度目标，而是提出在“十一五”期末报告这两

个指标的总体完成情况。“十一五”节能目标将采取五年算

总账的办法，而不再分配到各个年度。国家今年不再提出节

能减排年度指标，主要是考虑到节能、减排取决于多种因素

，有些措施当年可以见效，但有些措施如结构调整、工程技

术措施等，见效需要一个过程。有关专家分析，产业结构调

整不是一年能够完成的，压缩污染高的企业数量也不是一年

就能够实现的，把五年目标准确地分解到每一个年度，有一

定难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五年内完成“十一五”规划

的两个约束性指标，反映出政府对于节能减排工作性质的认

识更加理性和现实。 尽管国家不再提出节能减排年度指标，

但并不意味着对于节能减排工作的放松和弱化。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十一五”规划提出这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

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国务院以

后每年都要向全国人大报告节能减排的进展情况，并在“十

一五”期末报告五年的总体完成情况。中央政府实现节能减

排的决心不变，目标不变，责任不变，措施力度将会进一步

加大。 虽然2006年度的指标任务没有完成，但是单位GDP能

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下降，从2006年第三季度开始，

单位ＧＤＰ能耗开始下降，这也是最近三年来的首次下降，

而全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幅也比上半年有所回

落，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我国节能减

排形势正在出现转机，约束性指标开始发挥作用，经济结构



调整出现良性变化。 2006年，全国建成并投运的燃煤电厂脱

硫装机容量达1.04亿千瓦，超过前10年投运脱硫机组装机容

量4600万千瓦的总和，首次实现当年新增脱硫装机容量超过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全部火电机

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2006年的30%左右。污染减排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污染排放增长趋势大幅减缓。2006年建

设的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大部分都是下半年建成投运的，老

机组的脱硫设施大部分都是第四季度建成的，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全年的削减量，但为今后的减排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为实现减排目标，一些政府地方也主动调高了污染物

减排指标。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必须以对国

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

问题，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必须坚定不移地实现“十一五

”规划的两个约束性指标。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央政府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体现了政府直面困难和问题的勇

气，以及政府进一步抓好环保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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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