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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我国能源浪费有多可怕

 日前公布的《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7%。在能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任务下，多地按期达成目标，节能工作成效明显。 

 以此为基础，我国节能工作主要呈现哪些特点？重点高耗能行业还面临哪些节能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2018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及全国低碳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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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型能耗是主要用能增量 

 中国能源报：结合我国实际，您如何理解“节能”这一概念？ 

 李政：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节能是最快捷、最便宜和最干净的“第一能源”。实现节能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
是提高能源效率，通过更好的技术“用好能”；二是减少对能源服务的消费而“少用能”。结合实际应认识到，我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节能问题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 

 对发达国家而言，因能源服务需求基本达到饱和，用量趋于稳定、增长相对缓慢。目前生活用能占比较大，主要通
过发展和采用新技术，在满足同样需求的条件下，通过提高效率实现节能。因此，发达国家的节能问题更多为“静态
”。 

 而在我国，由于目前正处工业化、城镇化及机动化并举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方兴未艾，能源消费具有强烈的
动态性与不确定性，且经历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高能源强度时期。一方面，终端用能需求仍在增加，其增量不仅包括新
增能源设施的运行能耗，还包括建设这些设施的一次性用能；另一方面，这些能源供应实际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更多
处于“被动跟从”的境地，经济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导致节能水平不确定性很大。 

 中国能源报：我国能源消费究竟用在了哪儿？ 

 李政：以建设和生产为主的用能结构，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特点。以2016年为例，从终端用量来看，生产部
门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交通运输与建筑用能比例较小；按具体行业划分，钢铁、建材、化工、有色金属及加工制造是
排名前5位的高耗能行业，其总和约占能耗总量的42.9%；根据不同消费类型，每年消费的能源可分为出口型能耗、消
费型能耗及建设型能耗。 

 需着重强调的是建设型能耗，即用于房屋、基础设施、建筑安装及装饰等固定资产建设中的能量消耗，也是驱动我
国用能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建设型能耗属一次性消耗，建设中所耗能源只有在未来使用中才能发挥价值，
可将这些能源理解为在建设完成后逐年使用、逐年抵偿。再对建设型能耗进一步分解，可发现其主要来自建筑业及制
造业用能，前者占比约三分之二。大量的能源资源以物化能的形式，沉淀在各类房屋、道路、港口及设备设施中，等
待在全寿命周期发挥功用，使得所耗费的能源发挥价值。 

 推进全生命周期用能管理 

 中国能源报：根据消耗情况，还有哪些可挖掘的节能潜力？ 

 李政：减少废弃的建设型能耗、高耗能的出口型能耗及奢侈的消费型能耗，都是有较大节能潜力的方向。 

 以建设型能耗为例，我国每年约20%的能耗用于生产钢铁和水泥，房屋拆了盖、盖了拆，浪费的能量很惊人。 

 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民用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假设其原始投入100份能源，按照50年寿命计
算，相当于每年有2份能量得到有效利用。但因规划设计或使用不当，有相当数量的房屋寿命实际只能持续25-30年，
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量投入其实高于“2”。有报道称，我国每年过早拆除的房屋有4.6亿平方米，造成建筑能耗化为
乌有的浪费，也成为下一步节能的空间所在。因此，我们须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建设能耗的节能问题。 

 此外，我们在强调节能新技术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既有设备、技术的节能。以火电行业为例，目前无论制造还是使
用环节，我国机组都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浪费在哪儿？我认为发生在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系统性能源浪费。例如
，当超超临界机组在非设计工况下运行时，其发电效率的优势必然大大减少，高效机组的低效运行也是一种浪费。因
此，除追求节能技术的创新外，应注重设备性能渐进性改善的作用，通过科学规划避免产能过剩、提高全产业链各环
节利用效率、减少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实现系统性节能。 

 中国能源报：以此基础，如何更好地实现节能目标？ 

 李政：应综合考虑采用制度节能、系统节能与技术节能相结合的途径予以实现。 

 首先，是战略定位与政策引导。通过规划、法规、标准等调整，引导形成节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实现能源供
需模式转变，从而避免发达国家传统的高耗能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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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要进行系统规划，把合适的能源用在合适的地方。综合考虑资源获得、能量转化与运输、及终端利用等环节
，构成整个能源供需网络。对需求能质区别化、能源供应多元化、能源供应分散化等，实现系统层面整体优化，以达
到能源资源的高效配置。 

 此外，技术是实现节能的关键，通过各种技术途径减少提供单位产品或服务所需能耗，这也是节能的“最后手段”
。既包括能源技术节能，如采用高效的发电技术等；也包括非能源技术节能，如采用智慧信息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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