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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节　能源供应体系及其构成

一、能源供应体系的内涵

能源供应体系的核心是能源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能源供应体系不仅是
一个生产系统，而且也是一个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安全系统，其作用表现
为：在提供能源产品服务的同时，消除和减轻由能源产品的生产和输送而对环
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能源产品，并由此
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竞争力；保证经济与社会不会由于能源供应的数量
不足和价格波动而发生较大的动荡；国家政治、经济不会因能源供应依赖进口
而失去独立性。

能源供应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协调关系：能源开采、加工转换、运输储备
各环节能力的协调和匹配；能源品种结构供需的平衡及各品种的优先发展顺序；能
源产、供、需各个环节能源技术投入、能源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措施等统筹安排与
有机联系；合理的能源价格及在上下游之间、能源品种之间具有合理的比例关系。

简言之，能源供应体系就是要从数量充足、品质清洁、价格合理三个维度
满足更高层次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能源供应相
比，能源供应体系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第一，能源供应体系要统筹考虑能源供需总量及各能源品种的供需平衡。
由于能源需求的多样化，能源供应总量和能源需求总量的平衡并不意味着能充
分地满足能源需求，部分能源品种的供应不足已成为我国能源供需的主要矛盾。

从图０－１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至１９９１年，我国能源产量高于能源
年消费量，二者差值最大的是１９８５年，能源产量超出能源消费量８８６４万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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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煤。然而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我国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产量，特别是２００３
年以来，能源产量与能源消费量的缺口快速拉大，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０６３万吨标
准煤扩大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１６８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２８．３％。２００８
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能源消费增速下降，从而能源供应缺口有所
缩小。但能源进口增长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能源进口量会越来越大。

图０－１　中国能源供应缺口

表０－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我国主要能源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变化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

煤炭 （万吨） １００５．５　 ２４６５．３ －２０７９．０ －６０４４．４

焦炭 （万吨） ４０．０　 ４１３．６　 １７４４．０　 ２７６８．７

原油 （万吨） １３８９．６　 ２０６８．４ －４９３２．０ －１５３９９．６

天然气 （亿立方米） ２．１　 ０．５　 ２７．０ －３．２

电力 （亿千瓦小时） — －１８．４　 ８４．６　 １０３．７

汽油 （万吨） ８０．４　 ２７３．９　 ６２９．８　 ３９８．８

煤油 （万吨） ３２．６　 ４１．６　 ２．７ －９０．４

柴油 （万吨） １６４．６ －８２．７　 ３０５．３ －１３３．９

燃料油 （万吨） ６８．３ －９９．９ －１８１９．１ －２１１０．３

液化石油气 （万吨） ２．９　 ７．４ －４５０．１ －３８３．２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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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品种的供需平衡实质上也是能源供需结构的平衡。在我国的能源生产
结构中，虽然煤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煤炭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煤炭
在一次能源产量中的比重除１９８０年略低于７０％外，其他各年均在７０％以上，
而且随着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煤炭在一次能源产量中的比
重已从１９９８年的７１．９％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７６．７％。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产量中
的比重略有增长，但所占比重仍然较低，２００８年仅为３．８９％。水电、核电、
风电在一次能源产量中的比重有明显提高，２００８年达到最高点８．９８％。

由于受石油资源可采量的限制，我国原油产量的增长相对较慢，原油在我
国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２３％以上下降到

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４４％。而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下降、原油所占
比重上升。二者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差与原油生产和消费
结构的差如同一把张口的剪刀 （见图０－２）：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越
来越小于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原油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于在生产
总量中的比重，自给率逐年下降。

图０－２　原煤生产消费比重差与原油生产消费比重差的剪刀结构

从能源品种来看，２００７年煤炭、原油、天然气、煤油、柴油、燃料油和
液化石油气的产量均低于消费量，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占消费量的比重分别
达到２．３％、４５．３％、０．５％、７．３％、１．１％、５１．８％和１６．５％。其中，我国
进口量增加最快以及进口量大的是原油 （见表０－２）。中国在１９９３年成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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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净进口国后，石油产量与消费量的缺口不断扩大，石油自给率逐步下降，

２００７年净进口原油达到１５９２７．６万吨，占原油消费总量的比重已接近５０％。

表０－２　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我国主要能源净进口情况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

能源 （万吨标准煤） －２７９７．０ －４５６５．０　 ４７０１．０　 ２４６０６．０

煤炭 （万吨） －４３３．０ －１５２８．７ －５２８８．６ －２１７．１

焦炭 （万吨） －２７．１ －１２９．０ －１５１９．７ －１５２９．９

原油 （万吨） －１２９４．３ －２１０６．７　 ５９９５．９　 １５９２７．６

天然气 （亿立方米） — — －３１．４　 １４．２

电力 （亿千瓦小时） — １８．４ －８３．３ －１０３．２

汽油 （万吨） －１１７．８ －２１６．９ －４６７．７ －４４１．６

煤油 （万吨） －４６．８ －２９．４　 ６６．２　 ７６．２

柴油 （万吨） －１６４．４　 ６４．０ －２５．６　 ９６．０

燃料油 （万吨） －６．４　 ７０．１　 １６４６．４　 ２０３７．４

液化石油气 （万吨） — — ４８０．１　 ３７１．６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

预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
对石油的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由于国内探明油气资源相对不足，国
内原油产量难有大的增长，因此国内需求和供给的缺口还将不断拉大。国内外
许多机构对未来中国的石油需求和供给能力进行了分析，大多数预测结果是：
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石油需求和供给的缺口将达到约８００万桶／天，２０２０年中国
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有可能超过７０％ （见表０－３和表０－４）。

表０－３　２０２０年中国石油需求预测 单位：百万桶／天

来　　源 预　测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ＥＩＡ，２００６） １１．７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６） １０～１２

中石油 （２００６） １０．０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ＩＥＥＪ，２００５） １１．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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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来　　源 预　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５） １３．６

中国能源研究所 （２００５） １３．０

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０５） １１．２

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４） １２．７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Ｃｈｉ－

ｎａ，２００６．

表０－４　２０２０年中国石油供给预测 单位：百万桶／天

来　　源 预　测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ＥＩＡ，２００６） ３．８

中石油 （２００６） ４．０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ＩＥＥＪ，２００５） ３．８

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２００５） ３．０

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４） ４．０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

第二，能源供应体系不仅要考虑各能源品种供需数量的平衡，而且还要实
现能源供需双方地理位置上的对接。我国一次能源的分布虽然比较广泛，但是
多寡不均。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
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和海域。而能源消
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能源资源储量和生产与能源消费地域分
布存在着明显差别。

从图０－３中可以看到，我国能源消费的区域集聚表现得非常明显。２０００
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所占比重大致在５∶３∶２的水平，东部地
区能源消费比重还有继续提高的趋势。１９９０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费的比重为

４５．９２％，２０００年上升到 ５１．０６％，２００７ 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５１．２％。西部地区能源消费的比重基本在１８％～１９％，但呈现缓慢下降的趋
势。中部地区能源消费的比重１９９０年为３５．０８％，在２００４年下降到最低值

３０．０１％后逐步回升，２００７年中部地区能源消费的比重为３０．７４％。我国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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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０－３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有关各年数据整理计算。

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大，２００７年东部地
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６１．４３％，工业比重高达６３．７４％；① 二是东部地
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三是东部地区高耗能工业发展快。由于交通便利，促
进了冶金、石化等高耗能工业向沿海地区集中。

我国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向东部地区集中，意味着
我国北煤南运和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大规模、长距离的能源运输需
求会不断地增长。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能源短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能源运
输 “瓶颈”所造成的。因此，能源运输能力是我国能源供需关系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能源供应体系就是统筹考虑能源生产布局和其他产业布局，协调发展
能源资源开采、加工转换、储备运输直到终端能源需求等各环节的能源生产与
需求的平衡及能力的匹配。能源运输能力的建设与能源生产能力的开发在我国
能源供应体系中与能源生产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能源供应体系强调能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的协调。能
源生产与消费是造成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原因。我国８５％的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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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７４％的二氧化硫排放、６０％的氮氧化物排放以及大气中７０％的烟尘
都是燃煤造成的。目前，电煤消耗占全国煤炭产量的一半左右，火电用水占到
工业用水的４０％，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烟尘排放量
占到工业排放量的３３％，全国排放量的２０％，产生的灰渣占全国的７０％。能
源供应体系与能源供应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不考虑对污染物的处理，而能源供
应体系则在提供能源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解决污染物的收回和处理问题。能
源供应体系是一种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模式。

二、能源供应体系的构造与功能

实现能源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方式在于能源供应体系的内部构造。根
据结构决定功能的系统思维方法，本书提出了能源供应体系四个组成部分：能
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和能
源供应的价格体系。

１．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
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是指与能源供应有关的生产运输形态，包括与能

源生产有关的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其静态表现为能源资源及其生产能力、
运输能力。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能源投资和能源技术进步会形成新的能源生产
能力，对改善能源供应的基础设施、能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等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能源投资与能源技术也是能源供应生产运输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是能源供应体系的物质基础。

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是国民经济生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源产业
是能源供应的主体，由处在各能源生产环节的企业所组成。完整、协调、富有
竞争力的能源产业体系是形成完善的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的必要条件。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会产生不同的能
源供应方式。如日本的能源资源极度匮乏，但是其经济发达且具有海上运输的
优势，因此，日本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是高度对外依赖型的。美国煤炭资
源很丰富，其经济实力使其有能力建立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采取高耗
能的生活方式。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和土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经济发展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较大的提高，但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
入较低，工业化与城市化尚未完成，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一些偏远乡村
地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
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性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由于我国能源需
求在近十年内仍处于上升时期，能源的建设和发展仍是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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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在能源资源不足、经济承受力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必须形成高效、节约的

能源供给模式和能源消费模式。我国的能源供应结构、能源供应的方式、能源
供应的布局等都应把提高能源效率放在重要的地位。否则，在全球能源价格不
断上涨的环境下，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就有可能被能源效率的劣势抵消，使
我国的产品在国际世界市场失去成本优势。

２．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
能源供应是一个多生产环节、各环节密切相关的复杂过程。如果没有安全

保障措施，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能源供应系统的全部瘫痪。能源安
全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外部风险是指对进口能源
的依赖而产生的风险，如进口中断导致国内能源短缺，国际能源价格异常波动
对国内能源市场的冲击等。内部风险则是指能源供应系统内部存在的风险，其
中包括重大生产事故对能源供应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抗力风险主要是
指由于自然灾害对能源供应破坏性的影响，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我国南方冰雪灾害
对输电网络的破坏就属于这一类风险。

从历史上看，我国虽然曾经出现过较严重的能源短缺，但是当时的短缺主
要是由于体制等因素造成的生产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力得
到极大的解放，但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国内的资
源储量已经难以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由原来的接近于
零上升到接近１０％，而ＯＥＣＤ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在４０％左右，美国能源对
外依存度在５０％左右。虽然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仍
然比较低。但是，我国正处于能源需求增长时期，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需求
增长较快，自给率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７年净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已
接近５０％，这一比重还将继续提高。

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意味着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风险，一旦外部供应
中断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内部风险对能源安全的威胁也
不容忽视。

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及在影响安全的关
键环节建立风险控制设施，其中包括物质手段、经济手段、管制手段和外交手
段等多种方式，形成能源供应体系中的 “安全阀”和 “消防栓”，及时、有效
地消除能源供应中不正常因素，保证能源供应正常进行。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
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我国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中包括能源进出口贸易，能源对外投资和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

由于能源供应体系在构成上具有针对各种风险的事先预防和事后应急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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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力和安全措施，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能源供应的
中断的可能性及中断损失。

３．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
矿产能源生产与消费是一个能量转换过程，在开采、加工转换以及消费过

程中，不仅发生能量损失，而且还会破坏植被，损害生态环境，产生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以及其他废气、废液、废渣，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源
供应的清洁体系就是对能源供应的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和污染排放进
行预防控制和清洁化处理，为整个经济社会提供清洁能源。

能源供应的清洁化实际上包括 “事先处理”、“过程处理”和 “事后处理”
三层含义。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就是 “事先处理”，从根本上消除污染物的排
放。而在化石能源仍占主要地位的现阶段，“过程处理”和 “事后处理”对能
源供应的清洁化具有重要作用。污染物的消除和处理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而科
学技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因此，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也不
是一个纯技术体系，其涉及经济制度和政策能否为清洁技术发展和清洁能源利
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研究表明，过度的能源消费是引发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阻止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是当前能源供应的第一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
生产与消费量大幅度地增长，虽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对
环境却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已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我国的能源供应一方面要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另一方
面要考虑减缓全球气温变暖，环境保护的责任。很显然，能源供应只在数量上
保证能源供需平衡是非常片面的，必须要把能源节约利用，优化能源结构，发
展能源清洁利用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供应的重要内容。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３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
都召开，１４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
抑制全球变暖的 《京都议定书》。我国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京
都议定书》缔约国，虽然 《京都议定书》没有规定中国的减排义务，但是作为
缔约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１５次会议 （ＣＯＰ
１５）和 《京都议定书》签字国第５次会议 （ＣＯＰ／ＭＯＰ　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举行。尽管哥本哈根峰会没有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定》，但
是大会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无疑将是世界各国未来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此减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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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
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从环境保护出发，煤炭清洁利用必须在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
外，我国国土辽阔，清洁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居世界
前列，清洁可再生能源应在弥补我国供需缺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源供
应除了要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加快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

４．能源供应的价格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各种

利益关系的体现。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价格是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生产者
和消费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调整。然而，在存在外部性条件下，市场失灵则
会使价格失去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需要政府适度地干预。

所谓合理的能源价格体系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在能源
生产运输和销售、服务各个环节上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促进能源的协调发展
的同时，通过适当的价格干预，充分反映优先发展的能源行业和能源品种，加
快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正确引导能源消费和先进能效技术的
应用与推广，以经济手段引导能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的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改革之初，价格体制改革是经
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重点在于还原价格的功能，运用价格手段调动企业生
产的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源向能源生产领域配置。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同能源
品种的价格形成机制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能源产品的比价不合理、能源
资源的稀缺性、能源生产与消费的负外部性和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仍未
得到解决和在价格中得到体现。这些问题既是下一步能源价格改革的目标，也
是能源价格体系所要发挥的作用。

第二节　研究的框架内容与结论

一、框架与内容

根据本书对能源供应体系的定义和构造，本书从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
系、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能源供应的价格体系四
个方面展开研究。由于每个部分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性质各不相同，各部分采用
的研究方法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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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是指相互协
调的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生产及能源运输能力。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篇共
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考察我国能源资源储备、分布及开采情况，其中包括化石
能源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风电、水电、
太阳能等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结构等。第二章主要
研究我国能源加工转换与能源运输，具体包括炼油、火电、炼焦、煤炭液化等
加工转换的基本现状、技术水平、能源生产布局与产业组织结构；原油与成品
油运输、煤炭运输和电力传输的基本设施、发展状态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章
研究能源投资和能源工业，能源投资是建设和完善能源供应体系的必要条件，
能源工业是能源供应的主体。二者对能源供应生产运输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这一章主要探讨能源投资规模、投资结构、能源投资与能源需求的匹
配，能源工业的发展，中外能源产业比较，最后根据能源供应各环节包括资源
开采、加工转换、能源运输、能源投资和能源工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和
途径。这一篇运用大量的数据、图表对我国从能源资源开采、能源加工转换到
能源运输销售、能源投资和能源工业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分析，展现其变化
趋势和存在的不足，由此可以基本掌握我国能源供应能力现状。

第二篇，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是保障能源
供应持续稳定供应的必要条件。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重在消除能源供应的不安全
因素，建立针对各种能源安全风险的物质储备、经济机制和政策措施。本篇包
括三章，第四章主要研究能源安全概念、能源安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国能
源供应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第五章探讨建立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内部条件
和外部环境。这一章是从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出发，全面地提出了我国能源安
全保障内部条件建设的内容、重点和措施，能源安全国际环境的分析、战略重
点、措施等。由于能源安全已是全球性问题，本篇在第六章介绍了世界能源资
源储量分布、生产与贸易的基本态势，部分发达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安全保障
措施。

第三篇，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在近几十年内，世界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
能源将仍然依靠化石能源，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为了
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供应一要清洁化，二要可持续。前者主要是
解决化石能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后者则要解决后化石能源
时期的能源供应问题，即大规模开发与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替代化石能源的
问题。因此，本书关于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的研究框架设计为两章：第七章是
研究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问题；第八章是研究如何加快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问
题。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既是科技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在化石能源清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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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介绍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现状，如何解决污染排放问题的制度
理论与政策设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一章则探讨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在当前的
发展现状与未来的比较优势，分析了我国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和存在
的主要障碍，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与经验，我国加快发展
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措施。

第四篇，能源供应的价格体系。能源价格体系是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上，通过适度的政策干预，形成合意的能源价格比价，从而体现能源优先发展
的产品、领域，引导能源结构的优化及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的建
设。共分为两章：第九章介绍了能源定价的理论与方法，我国能源价格定价机
制的演变及能源价格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何深入我国能源价格体制改革，能源
价格体系的作用及构造等。第十章研究能源价格水平的变动及其价格承受力，
这一章与第二篇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体系有密切关系。研究能源价格承受力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了解我国对能源价格风险的抵抗能力。本篇主要的特点是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系统地回顾与评价我国各品种能源价格的定价机制与
改革过程，我国能源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结合能源价格波动及引发的能源价
格风险问题，提出了能源价格承受力的概念和分析法。此外，运用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论证了能源价格体系对改变能源结构的重要作用。

二、研究结论与观点

本书按能源供应体系的组成分为四篇：能源供应的生产运输体系、能源供
应的安全保障体系、能源供应的清洁体系和能源供应的价格体系。各篇的主要
研究结论与观点如下：

１．能源供应生产运输体系的主要研究结论与观点
能源资源及其开发是能源供应的物质基础和起点。能源资源丰裕状况、能

源资源结构与分布对能源供应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从资源总量来看，中
国能源资源丰富，堪称世界能源大国。但是有效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以煤炭为
例，如果考虑到环境容量、乡镇煤矿的采出量和损失量以及扣除高硫煤的储
量，我国煤炭的净有效量仅占探明储量的１０％。中国煤炭的储采比远远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储采比为１２２年，而中国仅为４１年。目前，我国已
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存在大多数主力油田处于高含水和高
采出阶段，稳产难度大，新发现的油气储量中低渗透等难采储量比例逐步提高
的问题。海外石油资源开发虽然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数量不大。中国可再生能
源资源丰富，但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小，产业化水平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源产量稳定增长，但生产技术改进相对落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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