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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增速减缓意味着什么？

 伴随着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及结构调整的推进，我国能源消费已经开启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的模式。公开资料
显示,我国能源结构逐步呈现低碳化、清洁化的趋势，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明显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消费的这种波动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也正逐渐减弱，并引起了能源领域研究专家的
关注。

 能源消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波动变化，其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弱化，又折射出能源发展中的哪些信号？

 能源消费已达峰值？

 一般而言，能源消费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同步指标，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工业化阶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费一
般呈缓慢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能源消费强度开始下降。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从高增长到中高增长的‘增速换挡’，其触底时的短期震荡基本结束，初步形成平稳增长
态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曾撰文表示，经济“增速换挡”的主因，一是国际金融危
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二是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
。

 张立群在文章中称，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比较稳定。尽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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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遇到一些困难，但动力仍然强劲，城镇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好。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的能源革命——供给侧改革与结构优化，2017-2
050》报告称，目前全国约70%的人口已经实际进入城镇及其周边地带，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完成。

 “与之相应的，我国大规模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完成，这将大大减少对高耗能的钢铁、有色、建材的需求
，相关的交通能源需求也将达到峰值。”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在一次论坛上表示。

 据上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70%的能源和电力需求来自工业，而钢铁、有色、建材三大行业的能源需求占工业需求
的1/3，这三大行业需求下降，还会引起煤炭、电力等相关行业自身需求的下降，预计会带动1/3能源需求的下降。预
计到2020年、2030年、2050年，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将分别降至40亿吨、37.4亿吨、30亿吨标准煤。

 同时，该报告认为，未来我国能源的需求增长点在于高端制造业和生活消费。但是，高端制造业的能源需求远低于
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生产过程的能源需求。随着能源需求的下降，能源将不再作为中国经济的瓶颈，而是能够在
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平衡。

 另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自2013年达到42.4亿吨后开始连续两年下降。2016年，包括煤炭行业在内
的重点高耗能行业开始实行供给侧改革，根据执行情况可判断至少未来短期内煤炭产量及消费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石油消费量增速保持稳定。

 对此，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能源部研究员周文戟表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于2012年开始增速显著下降，其中化
石能源消费可能从2015年开始停止增长，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极有可能已达到峰值。一旦趋势确立，说明该峰
值的实现较以前的普遍预期大幅提前。

 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趋弱

 能源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
以煤炭为主，石油长期依赖进口的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常被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这种紧密关系，随着我国进入
后工业时代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正在发生疏离。

 “在供给侧改革中，一方面重点高耗能行业总体规模面临转折点，能源需求侧面临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淘汰落后
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与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效应叠加，将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及能源消费结构
的清洁化。”周文戟表示，供给侧改革加速低效产能退出，进一步遏制化石能源需求，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正逐渐
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同时也意味着本次峰值实现后再次出现更高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负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0.5%，但全年经济增速达到6.9%。2016年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但经济增速为6.7%。

 “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波动幅度存在明显差异，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其实，这一现象恰恰说明，在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已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能源消费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参照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史丹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据介绍，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有强脱钩和弱脱钩之分。强脱钩是指在能源消费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同时，能
源消费量也有所下降；弱脱钩则是指能源消费增长减缓，但能源消费总量仍在上升。此外，还有衰退性脱钩，即能源
负增长伴随着经济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若以10年平均数据来看，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弱脱钩，2000年
以来出现了强脱钩的趋势。但从年度数据看，在强脱钩的大趋势下，这些国家个别年份也曾出现过弱脱钩和衰退性脱
钩。就年度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关系。

 史丹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实现了弱脱钩。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我国脱钩时
间比较超前，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能源消费增速就低于经济增速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意味着能源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逐步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虽然尚未实现强脱钩，但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已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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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仍是能源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逐渐脱钩，反映出我国能源领域科技进步和能源效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能源发展方式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能源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清洁低碳
化进程加快，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同时，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上，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得到推广使用，重点行业能效管理得以加强，重点企业能源管
理体系建设逐渐完善，设备能效水平不断提高。

 而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增长也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这也反映在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
系中。史丹在文章中表示，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的趋势，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预测经
济增速的方法已不适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实力转型的体现。正因为经济增
长与能源消费实现了弱脱钩，因而我国有能力承诺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30年之前甚至更早达到峰值，为全球降低气候
风险做出贡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随着我国重点高耗能行业生产规模逐步走向拐点以及能源供应结构的持续优化，我
国经济发展规模将继续走向绿色化、低碳化的新阶段。周文戟在文章中表示，与之相对应的各层级能源与气候政策目
标、发展路线等一系列顶层设计也有待作一定程度的调整。

 由于我国能源消费基数大、能源效率较低，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史丹称，随着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我国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什么可怀疑
的。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柳钦曾在今年初撰写的《能源强度的“存在与超越”》一文中提到，能源
消费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能源的最优控制问题，即在能源约束下，寻求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研究结
果发现，中国存在着能源强度的倒U曲线，并且能源强度已经超过了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具有了节能降
耗的内在要求。

 陈柳钦在文章中表示，能源结构向高效率能源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降低能耗强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
响受制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改变能源的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源价格
。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受技术进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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