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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 中国能源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强调发展新能源技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中国21世纪能源可持续 

战略进 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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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的能源现状及 问题 

1．1 中国能源 结构 的变化 

在人类社会 发展历 史上 ，能源 结构经 历 

了3个主要时期 ：柴薪时期 、煤炭时期 、石油 天 

然气时期。能源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使人类社会 

经历了农业、机械化和电器化时代。中国能源 

结构的变化也遵循着这条规律，贯穿整个中 

华民族的发展史。在柴薪时期向煤炭时期、煤 

炭时期向石油天然气时期转变之后 ，又开始 

了从常规能源 向新能源 的过渡 。通常 ，将技 术 

上 比较成熟和使用比较普遍的能源称为常 

规能源，如石油、煤炭、天然气 、水利能等；而 

新 近才 利用 或正 在开 发研 究 的能 源称 为新 

能源，如太阳能、核能、风能 、沼气、氢能、海洋 

能 、电磁能等。常规能源和新能源是相对而 言 

的，一些新能源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 

渐变成常规能源，如美 、法等国家已普遍使用 

核能，目前已将其定位为常规能源。 

1．2 中国常规能源的现状及问题 

中国的常规能源主要 以石化资源 (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为主。中国的煤炭产量与 

消费量在世界各国中均高居榜首。据 1998 

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统计 ，到 1996年末 ， 

中 国探 明 的烟 煤 和无 烟煤 可 采 用储 量 622 

亿 t，次烟煤和褐煤 523亿 t，合计 1 145亿 

t。预计 200o年全国煤产量将达 14亿 t。中国 

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一直占70％以上，是 

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之一 。 

中国在 煤 炭 消 费 中 ，80％用 于燃 烧 ，煤 

在燃烧 中释放出大量 的 CO 、SO 等有害气 

体与烟尘 ，对大气与环境造成 了广泛污染。 

据 报 道 ，1990年 燃 煤 排 放 出 的烟尘量 就达 

1 300多万 t，并排出大量的 CO2、SO2等。CO2 

进人大气层可造成 “温室效应”而使地球气 

温升 高 ；释 放出 的 S0 ，极 易形 成 “酸 雨”，不 

仅危害人体健康 ，而且还腐蚀设备 ，极易引 

发安全事故。煤中所含砷 、氯 、汞、镓等有害 

成分 均有 可能 在煤 燃 烧过 程 中 以烟尘 形 式 

排人大气而造成危害。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也 

对环境造成多方面的污染。如固体物质(煤 

粉 、煤矸石)对煤矿附近环境的污染与生态 

的破坏极为明显 ；煤矿年排放污水也是矿区 

的另一个重要污染源。中国煤炭质量指标低 

于国际水平 ，因此造成的浪费每年达上万 t， 

浪 费的运输力 有 lt／km。 由于煤炭 在 中国能 

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 ，如何改变中国煤炭开 

采、利用的落后方式，提高煤炭质量 ，节约煤 

炭资源，相应改善生态环境 ，已经成为保障 

中国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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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相当丰富。 

除原已发现 的大庆 、胜利等油田，近年来又 

在 新疆 塔 哈拉玛 于 大沙 漠 中找 到 了储量 十 

分可观的大油田。1996年中国的石油、天然 

气开采量为 200亿 m3，2000年将增加到 250 

亿 m3。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在 中国能源消费 

中占 20％左右。虽然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资 

源丰富 ，但 中国人 口基数大，占有可开采石 

油、天然气资源十分贫乏 ，大约只占世界水 

平 的 12％。 中国改革 开放 以来 ，国家经济 建 

设发展速度非常快，对石油、天然气需求增 

长越来越快。1993年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 

成净进 口国。受资源和生产能力制约，中国 

石油年 自给能力约为 1．3-1．5亿 t，目前石油 

进口量已占需求量的 2O％～30％，年缺口量 

近亿吨。可见，如何确保“液体”能源充足已 

成为保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重大课题。 

1．3 中国新能源的现状 及问题 

当今中国，一次性石化资源蕴藏量有 

限，而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生产力大 

幅度提高 ，能源需要量持续增长。所以，发现 

和利用新型能源 ，发展新能源技术，已成为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在寻求新 

能源的过程 中，世界 上发达 国家 已经 开始 了 

第4个能源结构变革时期 ，进入以核能、太阳 

能为主体 ，多元化 、清洁型和可再生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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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时期 。 

中国地域广阔、地形结构复杂 ，地跨温 

带、亚热带和热带3大气候带 ，核能、太阳能 、 

风能、地热能、生物能、海洋能等资源十分丰 

富。但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特 

别是新能源技术在改革开放 以后才得到快 

速发展，新能源技术 的研究利用 、新能源的 

发现利用 ，都处于起步阶段 ，与发达国家还 

有很大差距。如何尽快改善对石化资源的依 

赖，紧跟世界能源技术发展趋势和战略 ，发 

展多元结构的能源系统、完善能源利用结构 

和推广高效清洁的新能源技术，发展节能技 

术，是保障中国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2 研究能源资源及技术的必要性 

2．1 研究能源使人和自然更加协调发展 

能源是指可以生产能量的物质资源，是 

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原动力，它在工农 

业生 产 、交 通运输 、国防建 设及 日常生 活 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是振兴经济和发展生产的 

重要支柱。因此，能源被看作是衡量一个 国 

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 

一

，受到各国高度重视。能源技术就是关于 

研究能源开发、生产、转换、分配及综合利用 

的理论。 

当前世界的能源消耗以煤炭 、石油、天 

然气资源为主，由于能源在国家经济和科学 

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不能再生的资 

源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利用，本世纪以来， 

人 口的不断增加，人类对 自然的急剧扩大生 

产 ，对能源需求逐年增加 ，能源供应不足的 

矛盾 日益突出。这些进一步促使各国加快了 

能源资源开采，同时造成了一系列生态平衡 

的失调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 

能源资源的消费 ，更进一步加重了环境 的恶 

化。例如，人类所消耗的碳载体矿物燃料，每 

年向大气层排放的CO，~／210亿t，并呈上升 

趋势 ，而且还伴随有其他有毒物质，给人类 

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面对能源供应 

紧张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情况，充分利用现有 

的传统能源 ，研究能源新技术 ，积极开发新 

能源 ，以及研究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等，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 

2．2 它能加快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 

为 了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 化 ，邓小 平 同志 

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宏伟蓝图。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战略， 

邓 小 平 同志 提 出 以重 点 带 动 全 局 的思 想 。 

1982年 ，他提 出的战略重 点有 ：一 是农业 ；二 

是能源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学。能源是中国国 

民经济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之一 ，能源的紧 

缺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集 

中必要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 

骨干工程 ，保证能源的优先发展。高度重视能 

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不仅是当前加快经 

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增强经济发展后 

劲 的重要条件 。西部地 区的开发 ，正是着眼于 

中国西部地 区丰富的 自然资源 。 

2-3 对 中国可 持续 发展 具有重 要 的现 实指 

导 意义 

1987年联 合 国环 境 和发 展 大会 提 出 了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其简要定义 

是 ：发展不仅是当代人的需要 ，还应考虑和 

不破坏后人的需要。因此，保护人类赖以生 

存的 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已成 为当今世界 

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其中人口、资源、环 

境是 制 约一 个 国家可 持续 发展 的长期 制 约 

因素 ，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之一 

的动 力能源与这3个 因素密 切相关 。中国的 

能源消费以石化资源为主，占90％以上 ，中 

国基 于生态环境 和治理 目的 ，对能 源资 源开 

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呼声越来越高。尚处于 

粗放型 ，低科技含量、低劳动效率和经济条 

件相当困难的中国能源工业如何抓住发展 

机遇 ，积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 的挑 

战，是摆在科技工作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矿物燃料的不可再生和燃烧矿物燃料 

所引发的不断恶化环境的后果，促使人们努 

力寻求新的替代能源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 ，对保证中国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 要战略 意义 。 

3 保证中国能源工业可持续发展的 

策略 

中国能源工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是：首先 

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减少对石化资源的 

依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和自然 

资源。以煤为主，多种能源互补，这是我国国 

情和资源特点决定的。我国应当坚持经济、 

优质、高效、合理地开发利用煤炭资源，积极 

开展煤的选加工，加快水煤浆技术的开发和 

推广应用 ，加大煤炭气化研究力度，加强煤 

炭燃烧过程中的净化 ，搞好烟气处理等综合 

技术措施 ，提高煤炭的有效利用率 ，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 ，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发展多元 

结构的能源系统 ，完善能源结构 ，特别是因 

地制宜，推广高效 、清洁的新能源技术 ，发展 

节能新技术。将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引入能 

源开发、利用、管理和决策方面，以调整人类 

的生产行为，提倡科学文明、合理的能源消 

费方式 。 

中国2l世纪的能源工业将是能源资源 

利用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改造型新工 

业 ，它将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将人们对 

环境的重新审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溶入 

其中，这也是人类面临严峻的能源问题所进 

行 的人 与 自然环境 的协调 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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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Resources and Energy Technology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rent situatoin and the prolbems of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puts 

an emphasis on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y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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