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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ade change of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China is discussed and com-
pared to the world’s energy data. The subdivision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to different branches is paid attention. 
Among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teel, cement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have been especially emphasized for their big 
role in terms of the energy cost. The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for some typical products as well as per 
unit GDP is also compared to those international levels. Finally,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the 
energy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of China is discussed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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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我国最近十年以来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讨论，并与世界能源发展状况作

了对比。汇总了我国分部门近年来的耗能数据，并着重分析了钢铁、水泥和有色冶金等重点行业的能耗变化。

将我国一些重点工业产品的单位能耗水平及单位 GDP 能耗水平与国际水平进行了比对。最后，结合国家能源战

略，讨论了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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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十年来中国和世界的用能变化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能源消费量随着经

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表 1 列出了中国和世界能源总

消耗量在近 10 年来的变化。我国总能耗占世界总能

耗的比例从 2000年的 10.9%上升到 2011年的约 20%。

十年中我国的总能源消费增长了 139%，而同期内世 

界总能源消费增长仅为 29.8%。由此可见，中国能源

消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中国

的能源供应状况在直接改变世界能源消费格局。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供给和消费存在比较突出的

结构性矛盾，表 2 所示为 2000 年与 2010 年我国能源

结构对比，尽管天然气和水电的比例有所增大，但石

油比例下降了 3.2%，煤炭的比例无明显变化。表中也

给出了 2010 世界能源消费的构成情况。通过比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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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anges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China and the globe (2000-2011)[1-3], unit: hundred million tons of energy coal 

表 1. 中国和世界用能变化(2000~2011 年)[1-3]，单位：亿吨标煤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世界 134.03 135.22 137.88 142.83 149.74 154.30 
总能源消耗量 

中国 14.55 15.04 15.94 18.38 21.34 23.60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世界 158.40 162.83 164.80 162.33 171.46 174.00 
总能源消耗量 

中国 25.87 28.05 29.14 30.66 32.49 34.80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nergy constitu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表 2. 我国与世界能源构成对比 

在总能耗中所占百分比(%) 
年份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核电 可再生能源 

2000 69.20 22.20 2.20 5.93 0.44 0.03 
中国[1] 

2010 68.00 19.00 4.40 6.71 0.89 1.00 

世界[3] 2010 30.0 34.0 24.0 6.0 5.0 1.0 

 

知，中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而世界能源消费中石

油、煤炭和天然气大致呈鼎足之势。多年以来，我国

的石油生产与消费比重严重不匹配，2007 年我国石油

生产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 12.6%，而其消费量却占到

总能耗量的 18.8%，对外依存度高达 33%，近年来更

有加大趋势。石油自给率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健

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我国分部门耗能情况分析 

2.1. 能源分流情况 

根据 2010 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4]，我国各

行业用能占全国总能耗比例随年度的变化情况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见，工业能耗历年来占我国总能耗的大

约 70%，是能源消耗的主体。我国政府部门发布的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明确认

为，工业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工(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建材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

铁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工业(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其中化工、建材、钢

铁、电力四个行业的能源消耗量 2000 年和 2009 年分

别占到当年工业总能耗量的 55.4%和 60.8%。 

2.2. 钢铁、水泥和有色冶金工业能耗情况 

1) 钢铁 

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和

技术装备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大大缩短

了与世界主要产钢国家的能耗差距。表 4 为我国近十

年来钢的生产能耗变化情况，吨钢综合能耗由 2000

年的 885 kgce/t 降到了 2010 年的 608.44 kgce/t。吨钢

可比能耗由 2000 年的 760 kgce/t 降到了 2010 年的

588.39 kgce/t。虽然吨钢能耗在逐年下降，但是钢铁

行业的总能源消耗量却是在逐年增加，2010 年钢铁总

能耗是 2000 年总能耗的 2.36 倍。钢铁行业能耗占当

年全国总能耗量的比例列于表中最后一列的括弧中。 

2) 水泥 

我国水泥工业在新世纪的高速发展令世界瞩目，

2011 年，中国水泥产量 20.9 亿吨，占世界水泥总产

量的 56%，连续 26 年居世界第一位。根据国家统计

公报公布的数据，2009 年全国水泥工业能源消耗总量

为 1.50 亿吨标煤，占建材工业能源消耗总量的

72.4%[7]。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泥行业的产值

能耗、产品单位能耗和工序能耗都有差距。表 5 是近

十年来中国水泥工业能耗变化情况，水泥行业能耗量

占当年全国总能耗量的比例列于表 5 最后一列的括弧

中。2010 年我国每吨水泥熟料的综合能耗降至 115 

kgce/t，比 2002 年下降 29.0%。 

3) 有色冶金 

据“中国节能在线”所提供的网络信息[10]，2005

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耗能量达到约 8341 万吨标煤，

约占当年国内能源总消费量的 3.8%。在我国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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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nergy consumption of sub-department in China[4] 

表 3. 我国分部门能耗情况[4] 

年份 工业(%) 民用(%) 交通运输(%) 农业(%) 其他(%) 年度总能耗量(亿吨标煤) 

2001 68.5 11.4 7.6 4.6 7.9 15.04 

2002 68.9 11.5 7.5 4.4 7.7 15.94 

2003 70.0 11.3 7.4 3.9 7.4 18.38 

2004 70.5 10.5 7.4 3.8 7.8 21.34 

2005 70.8 10.5 7.5 3.5 7.7 23.60 

2006 71.2 10.3 7.5 3.4 7.6 25.87 

2007 71.6 10.1 7.8 3.1 7.5 28.05 

2008 71.8 10.9 7.9 2.1 7.3 29.14 

2009 71.5 11.1 7.7 2.0 7.7 30.66 

 
Table 4. Ten year’s change of energy consumption by steel and iorn industry in China[5,6] 

表 4. 近十年中国炼钢能耗变化趋势[5,6] 

年份 吨钢综合能耗(kgce/t) 吨钢可比能耗(kgce/t) 钢铁行业能耗量(亿吨标煤)/占全国能耗比例 

2000 885 760 1.102 (7.6%) 

2002 803 715 1.234 (7.7%) 

2004 765.40 755.29 1.620 (7.6%) 

2006 645.12 623.04 1.978 (7.6%) 

2008 629.93 609.61 2.232 (7.7%) 

2010 608.44 588.39 2.605 (8.0%) 

 
Table 5. Ten year’s change of energy consumption by cement industry in China[7-9] 

表 5. 近十年中国水泥工业的能耗变化趋势[7-9] 

年份 水泥综合能耗(kgce/t) 熟料综合能耗(kgce/t) 水泥行业能耗量(亿吨标煤)/占全国能耗比例 

2002 - 162 0.83 (5.2%) 

2004 - 156 1.09 (5.1%) 

2006 120 142 1.31 (5.1%) 

2008 104 130 1.45 (5.0%) 

2010 93 115 1.65 (5.1%) 

 

各品种中，由于电解铝和氧化铝生产过程中能耗大，

加上产量高，因此是第一能耗大户。2006 年我国生产

氧化铝 1370 万吨，铝材 815 万吨，整个铝行业能耗

占到整个有色金属行业能耗的 75%左右。除了电解铝

和氧化铝之外，锌工业是有色金属行业中的第二能耗

大户。2006 年我国锌产量为 315.3 万吨，按照当年电

解锌直流电耗 3154.6 千瓦时/吨计算，全年共耗电

99.46 亿千瓦时，折合标煤 402 万吨。到 2009 年，我

国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2605 万吨，同比增长 4%，

全年有色金属工业能耗 8314 万吨标煤，占当年全国

总能耗量的 2.7%[11]。 

对比近十年来我国主要有色金属的能耗指标，可

知基本上都呈现下降趋势，见表 6。但是，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我国每吨有色金属的综合能耗仍存在差

距。统计数据表明，2006 年我国电解铝直流电耗为

13,506 千瓦时/吨，而国际先进水平为 13,350 千瓦时/

吨；我国铜闪速炉冶炼平均能耗为 0.595 吨标煤/吨，

国际先进水平为 0.50 吨标煤/吨。 

3. 耗能水平的国际比较 

单位产品能耗是反映企业和行业生产技术水平

和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进行成本核算的重要

依据。表 7 所示是我国 2000 年和 2008 年几种能源密

集产品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大

部分能源密集产品的单位能耗在逐年降低，并接近世

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但乙烯和合成氨的综合能耗依然

相差很大。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还可以用

“用能效率”指标来衡量，它是指单位 GDP 所消耗

的能源数量。表 8 给出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用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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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Fully energy consumption of main non-ferrous metals in China (kgec/t)[12] 

表 6. 我国主要有色金属生产综合能耗(kgec/t)[12] 

产品类别 铜冶炼 氧化铝 铝锭 锌冶炼 电解锌 锡冶炼 锑冶炼 

2001 年 1079.5 1180.0 6250.0 685.4 2050.2 2489.3 2294.8 

2005 年 733.1 998.2 5888.3 654.6 1953.1 2444.6 1646.3 

2008 年 429.8 817.0 5786.5 472.9 973.9 2451.6 1110.0 

 
Table 7.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representative products[1] 

表 7. 我国主要能源密集产品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1] 

2000 2008 
产品名称 

中国 世界先进水平 差距(%) 中国 世界先进水平① 差距(%) 

火电供电煤耗(gce/kW·h) 392 316 24.1 345 310 11.3 

钢可比能耗(kgce/t) 784 646 21.4 709 626 13.3 

水泥综合能耗(kgce/t) 181 126 43.7 151 127 18.9 

乙烯综合能耗(kgce/t) 1125 714 57.6 1003 629 59.5 

合成氨综合能耗(kgce/t) 1327 970 36.8 1314 970 35.5 

电解铝交流电耗(kW·h/t) 15,480 14,500 6.8 14,950 14,100 6.0 

①该列数据为 2004 年的世界先进水平，数据来自文献[13]。 

 
Table 8. Energy efficiency for representative nations in the world (ton energy coal/ten thousand dollars)[14] 

表 8. 主要国家用能效率比较(万吨标煤/亿美元)[14] 

国家 1990 2000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印度 14.510 14.449 9.344 7.037 7.414 7.502 7.590 

中国 27.653 12.143 10.456 8.002 6.430 6.152 5.528 

美国 4.837 3.386 2.681 2.204 2.305 2.206 2.217 

巴西 4.415 4.267 3.561 1.680 2.219 2.230 1.844 

德国 2.981 2.581 1.767 1.452 1.331 1.384 1.454 

日本 2.117 1.617 1.663 1.711 1.475 1.355 1.318 

 

情况。对比可知，从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上讲，我国与

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

现在，我国的用能效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用能效

率指标显著下降，这主要归功于我国政府持之以恒的

能源利用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另据腾讯

财经网报道，2011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又降至 4.98

万吨标煤/亿美元。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

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能源供应的角度看我国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4. 关于我国能源未来发展战略 

2004 年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给出了本世纪世界能

源结构的变化趋势，见图 1。2050 年之前，煤、石油

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依然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主角，

但是可再生能源会迅速崛起，占有愈来愈大的比例。

到 2050 年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致上平分秋色，

而到本世纪末，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世界能源结构中的

主要角色。本文所列出的统计数据，与作者十年前对

我国能源状况分析数据相比较[15]，已经发生了明显变

化。为了适应世界能源形势的变化，同时考虑我国自

身的能源状况，我国政府部门制订了系统的能源发展

战略。 

国务院在 2004 年发布《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

要(2004~2020 年)》，提出要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

发展的战略。坚持把节约能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

严格的节约能源制度和措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广泛采用先进技术，淘汰

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强化科学管理。还要充分考

虑资源约束和环境的承载力，努力减轻能源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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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edicted trend of the energy constitution in the world in 21st century by the Research Center of European Commission 
图 1. 本世纪世界能源结构变化趋势预测图 

 

消费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节能型经济和节能型社

会的目标。 

“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的成效

举世瞩目——GDP 年均增长 11.4%，能源消耗年均增

长只有 6.8%，少消耗了 4.9 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11.3 亿吨。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由中

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将进一步加快，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资源环境面

临新的挑战。实现我国政府所承诺的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6 年下降 40%~45%的目标，

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按照“十二五”规划，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11.4%，单位 GDP 能耗

降低 16%。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

护环境的大政方针，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在确

保安全的基础上适度发展核电，积极开发风电、太阳

能、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等新能源，促进分布式能源系

统的推广应用。 

“能源”始终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从

近十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耗情况来看，中国对能源的需

求量持续增加，并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二十年内仍

将保持增长势头。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因此，我国应一

方面强化工业节能，突出抓好钢铁、有色金属、煤炭、

电力、石油石化、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的节能工作，

另一方面必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高耗能行业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建立节能型、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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