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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0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收入水平提高! 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快速攀升! 已经成为

推动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基于 4, 个省份的数据! 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对城

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城镇居民直接生活

能耗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相邻省份的消费量会产生正向刺激效应) 人口规模对城镇居民

直接生活能耗的弹性系数为 ,9+435! 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收入水平的弹性系数为 ,95-/+!

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节能技术的弹性系数为 ,9-5/4! 是居民生活能耗的抑制因素$ 另外!

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 型 "$7关系! 但要达到曲线拐

点! 尚需要较长的时间$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简要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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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 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任何

形式的生命和社会都需要消耗能源% 能量流一旦中断% 生命和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能源消费主要包括

生产性能耗和生活性能耗, 长期以来% 由于生活性能耗总量较少% 用能方式比较分散% 人们对其关注

不够, 但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 居民生活能耗

快速攀升% 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因此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居民生活能耗

分为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 直接能耗主要包括照明# 炊事和交通等引起的直接能源需求' 间接能耗主

要是由于居民购买产品和服务所诱发的间接能源需求, 本文主要分析城镇居民的直接生活能耗,

目前国内外有部分文献对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按照所涉及因素的种类% 总体可以

分为三类$ 其一% 人口因素, 这部分文献集中于分析人口数量# 年龄结构# 分布密度等因素的影响,

如赵晓丽和李娜认为人口增长对居民生活能耗有显著的驱动效应
.-/ ' 姚永玲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生

活能耗减少没有贡献
.+/ % 而苏青则认为人口密度对能源消费有负向影响 .4/ ' 傅崇辉等认为老龄化#

城镇化和人口自然变动对居民生活能耗具有敏感性 .// ' 李怡涵等认为人均消费水平是刺激家庭生活

能耗的主要影响因子 ../ , 其二% 收入因素, 如罗萨斯 !!;D?D" 等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能源消

费结构 .5/ ' 风振华和魏一鸣认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能耗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6/ ' 梁育填等

借助 W;LA@模型% 发现随着收入上升% 电力和煤炭等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上升 .3/ ' 张妮妮等认为收

入水平对农户选择清洁# 高质能源有重要影响 .1/ ' 贺仁飞等认为低收入地区能耗对收入变动的反应

比较敏感 .-,/ , 其三% 其他因素, 如贝恩斯 !U?KBCD" 和曼弗雷德 !\?B]ECG" 利用神经网络技术% 分

析了加拿大与居住有关的家庭能源消费 .--/ ' 玛丽 !\?EA" 和乔茜 !(;DAC" 分析了通信技术和信息流

通在英国家庭能源消费中的作用 .-+/ ' 张馨和牛叔文利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认为农村生存型能耗比

重较城镇高 .-4/ ' 王子敏和杨小军从习惯形成视角对居民生活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 .-// ' 赵雪雁采用

二元 O;NAD@AF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量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 .-./ ,

现有文献利用各种方法% 对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结

论, 但总体来说% 尚存在两方面不足$ 其一% 对居民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缺乏关注, 由于相邻省份

居民在收入水平# 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生活能耗可能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 需

要加以考虑, 其二% 研究方法缺乏动态性分析, 在实际中% 居民的生活能耗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惯

性% 某一年的生活能耗可能会对下一年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在模型中进行修正,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

上% 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对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以期得出

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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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a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影响, 空间计量将统计变量与

地理位置建立联系% 可以有效解决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性问题,

!-" 空间自相关性, 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时% 需要对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 常用方法是全

局 !"#$%&&'指数,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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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其中% -*为第 *个地区的变量观测值% -
.

为变量均值% ,*+为空间权重矩阵, !"#$%&&'指数的值

在 2-到 - 之间% 如果大于 ,% 说明变量观测值呈空间正相关% 系数越大空间相关性越强' 如果小于

,% 则为空间负相关% 系数越大% 空间排斥性越高' 若为 ,% 则表示变量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态势,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对 !"#$%&&'指数影响较大% 本文按照空间邻接标准来建立空间权重矩阵% 即如

果 *和 +空间邻接% 则 ,*+)-' 如果 *和 +空间不邻接% 则 ,*+), ,

!+"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面板模型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空间误差模型 ! J"\"% 适用于模型的误

差项在空间上相关的情况' 二是空间滞后模型 ! JO\"% 适用于由于变量的空间依赖性导致的空间

相关,

J"\模型可表示为$

/*0)!*012*0"*01#*0

#*0 )$,#+01%*0
!+"

00JO\模型可表示为$

/*0)!*01&,/+012*0"*01#*0 !4"

00在式 !+" 和式 !4" 中% 下标 *和+表示不同省份%0表示观测年份%/为因变量%2为自变量%!和

" 为变量回归系数, $为空间误差系数% 表示邻接地区 /的扰动误差对本地区 /的冲击程度' &为空间

滞后系数% 反映邻接地区 /对本地区 /的影响程度,

在实证分析中% 需要判断利用哪种模型形式来拟合数据% 通常可以根据 O\D?E# O\CEE# !O\D?E

和 !O\CEE等指标来进行判断, 如果 O\CEE和 !O\CEE显著% 而 O\D?E和 !O\D?E不显著% 则应该选择

空间误差模型% 反之则应该利用空间滞后模型, 另外% 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不同的假设条件% 空间面

板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两种模式% 其中固定效应又包括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时空固定三种形

式% 需要进行比较% 以选出最合适的形式进行分析,

+a模型构建

影响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 消费习惯# 文化程度# 家庭结构# 收入水平# 节能

技术# 环保意识等% 其中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和节能技术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 本文借鉴 JW)!:8W

模型形式% 构建城镇居民生活能耗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3)$45'678 !/"

00其中% 3为生活能耗%4为人口数量%'为收入水平%7为节能技术, 计量分析时% 对模型进行对数

变换% 这样可以直接获得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弹性% 也可以降低异方差%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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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 15>B4*016>B'*0118>B7*01#*0 !."

00为了考察生活能耗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 *&+ 型 "$7关系% 将式 !." 中的 >B'*0分解

为 >B'*0和!>B'*0"
+
两项, 另外% 考虑到居民生活能耗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 即本期消费量与上期

消费量有关% 在模型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 得到动态模型$

>B3*0)$ 19>B3*%0.- 15>B4*016->B'*016+ !>B'*0"
+ 18>B7*01#*0 !5"

00最后% 为了分析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 根据上文所述方法% 分别建立空间误差面

板模型和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如下$

>B3*0)$ 19>B3*%0.- 15>B4*016->B'*016+!>B'*0"
+ 18>B7*01#*0

#*0 )$,#+01%*0
!6"

>B3*0 )$ 19>B3*%0.- 15>B4*016->B'*016+ !>B'*0"
+ 18>B7*01&,>B3+01#*0 !3"

00式 !6" 和 !3" 中% $ # 9 # 5# 6- # 6+ # 8 均为变量回归系数, 根据回归系数 9 的大小可以判断居

民生活能耗的时间惯性% 如果 9 较大% 表示本期生活能耗与上一期消费量关系密切% 即生活能耗时间

惯性较强, 另外% 根据回归系数 6- 和 6+ 的符号% 可以判断生活能耗与居民收入的几种典型关系$

! 6- :, 且 6+ ),% 表示随着居民收入增长% 生活能耗急剧增加' " 6- ;, 且 6+ ),%表示居民收入

增长能抑制生活能耗' # 6- ;, 且 6+ :,% 表示居民收入与生活能耗之间存在 *&+ 型关系% 是与

"$7完全相反的关系' $ 6- :, 且 6+ ;,%表示居民收入与生活能耗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 型 "$7

关系, 同时% 根据 6- 和 6+ 大小% 可以求出 *&+ 型或倒 *&+ 型曲线的拐点为 >B'% ).6-<!+6+" ,

4a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

生活能耗 ! 3"$ 用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数量表示% 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人口数量 ! 4"$ 用各省城镇居民数量表示% 单位为万人,

收入水平 ! '"$ 用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 单位为元,

节能技术 ! 7"$ 主要指居民生活节能技术水平% 用城镇居民生活能耗收入强度表示% 即单位收

入的生活能耗% 单位为吨标准煤d万元, 该数值越低% 说明居民生活节能技术越先进,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人口数量# 收入水平# 能源消费等% 其中各省城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来

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各省市统计公报% 能源消费量来源于历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由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能源消费量均为实物统计量% 为便于比较% 需将其转换为标准统计量, 根据

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 我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源种类主要包括 -4 种% 其折标准煤系数分别为$ 原

煤 ,96-/4 @FCd@# 型煤 ,95,,, @FCd@# 其他洗煤 ,9+3., @FCd@# 焦炭 ,916-/ @FCd@# 焦炉煤气 .96-/, @FCd

-,/I4# 其他煤气 49.6,- @FCd-,/I4# 汽油和煤油 -9/6-/ @FCd@# 柴油 -9/.6- @FCd@# 液化石油气 -96-/4

@FCd@# 天然气 -494, @FCd-,/I4# 热力 ,9,4/-+ @FCd-,5Y(# 电力 -9++1 @FCd-,/YZVQ, 根据上述折算系

数% 可以估算出我国不同省份 !为方便行文% 统称为省份" 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

三$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a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为了分析我国各省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 本文利用 !软件中的 D<GC< 包% 对

+,,, 2+,-+ 年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全局 !"#$%&&'指数进行计算% 结果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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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全局 !"#$%,&'指数
年份 !"#$%&&' =统计量 4值 年份 !"#$%&&' =统计量 4值
+,,, ,9-6/+ +91/66 ,9,,1 +,,6 ,9+.,4 /9+511 ,9,,+
+,,- ,9-5,4 49-,51 ,9,,3 +,,3 ,9+5/- /94-., ,9,,-
+,,+ ,9+,1. 494134 ,9,,/ +,,1 ,9+.-, /95.6/ ,9,,/
+,,4 ,9+,15 494551 ,9,,3 +,-, ,9+515 /9/4+1 ,9,,/
+,,/ ,94411 4911-. ,9,,. +,-- ,9+3.+ /9,+5/ ,9,,/
+,,. ,94/+1 /9.3,- ,9,,/ +,-+ ,9+64- /9+445 ,9,,/
+,,5 ,9+365 /9-335 ,9,,6

00由表 - 可知% +,,, 2+,-+ 年间% 我国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全局 !"#$%&&'指数在 ,9-5

和 ,94. 之间% =统计量显著% 并且伴随概率均小于 ,9,-% 这说明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存在明

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聚集模式% 以 +,,, 2+,-+

年直接生活能耗的平均值为对象% 绘制 \;E?B 散点图%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0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 \;E?B 散点图

图 - 中整个平面被分成了四个象限% 分别

表示空间相关模式的 / 种类型$ 第一象限为高

能源消费 2高空间滞后 !SS"% 主要包括黑龙

江# 北京#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河北# 天津#

安徽# 福建# 河南# 山西# 吉林共 -+ 个省份'

第二象限为低能源消费 2高空间滞后 !OS"%

主要包括江西# 海南共 + 个省份' 第三象限为

低能源消费 2低空间滞后 !OO"% 主要包括青

海# 广西# 云南# 重庆# 甘肃# 贵州# 宁夏#

陕西# 四川# 新疆共 -, 个省份' 第四象限为高

能源消费 2低空间滞后 !SO"% 主要包括广东#

浙江# 上海# 江苏共 / 个省份, 另外% 湖北和

湖南这两个省份同时跨第二和第三象限, 从散

点分布可以看出% 大多数散点都位于第一# 三

象限% 说明各省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

相关模式以 SS模式和 OO模式为主% 空间正相关特征十分明显, 当然% 这种空间相关性到底是来源

于空间滞后误差项% 还是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 需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来进一步检验,

+a空间计量分析
表 +0空间计量模型形式检验

检验形式 样本数 \)dMT 检验统计量 4值
O\CEE 45, - +3-9446 ,9,,,
O\D?E 45, - -43965- ,9,,,
!O\CEE 45, - -..95+/ ,9,,,
!O\D?E 45, - 59.1+ ,9,,3

00注$ \)为针对线性回归残差的 \;E?B 指数% MT为自由度,

!-" 模型选择检验, 根据前面研究方法

所述% 本文利用 O\D?E# O\CEE# !O\D?E和

!O\CEE等指标来进行判断, 由于拉格朗日乘

数及其稳健形式主要是针对截面回归模型进

行% 为了适用于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用增广

的空间权重矩阵来代替原矩阵, 利用 !软件

的 D<GC< 包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知% O\D?E# O\CEE# !O\D?E和 !O\CEE均很显著% 说明两种形式的空间面板模型均可利

用% 但是比较发现% O\CEE和 !O\CEE分别远远大于 O\D?E和 !O\D?E% 说明相对而言% 空间误差面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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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更加适用, 因此% 本文将利用空间误差面板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

!+" 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 利用 !软件的 D<>I包及 <>I包% 分别在时间固定效

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空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四种情况下进行估计, 同时% 为便于比较% 同时利用普

通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0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普通面板模型
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 空间固定 时空固定
随机效应

6 0 0 0 0 249,3/.%%%

9 ,91+45% ,964/-%%% ,9...-%%% ,9564,%%% ,96-3+%%%

5 ,9,53.%% ,9+435%%% ,9-4/4%% ,9-54/%% ,9-/6+%%

6- ,9+43+% ,95-/+%%% ,94/-.%% ,9/,++%% ,95+.,%%%

6+ ,9,,/1 2,9,+.5%% 2,9,/-5% ,9,+,. 2,9,4,-%

8 ,9-34/% ,9-5/4%% ,9+-,.%% ,9-//5% ,9+-5.%

! 0 ,94+-.%%% ,9++6/%% ,9-664 ,9+15.%%

8G[!VDb=?ECG ,96/+. ,91/6+ ,93/-. ,9634+ ,91+55
TVD@?@AD@AF -,+91+ -,//95+ .649+6 46.9/3 36.9//
MVZ +9/-63 +9443- +9,16- +9+.-3 +9+.5,

00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f# .f# -f显著性水平下通过 0检验'

00综合比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和回归参数是否通过 0检验% 可以发现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明显比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要好, 四种空间误差面板模型中%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最优% 其次是随机效应

模型% 然后是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最后是时空固定效应模型% 因此本文最终选定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来

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空间误差系数!和时间惯性系数 9, 由!g,94+-. 可知% 相邻省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

的扰动误差对本省份能耗有正的影响% 说明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主要由空间滞后误差

项所引起, 由 9 g,964/- 可知% 我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具有较强的时间惯性% 本期的能耗中有

649/->与上期消费直接相关, 反之% 9 的倒数为 -945++% 说明某一年的直接生活能耗会对未来一年

多的能源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用能习惯所造成的% 在较短时间内

这种习惯往往难以更改, 这与王子敏和杨小军的研究结论 .-//也比较吻合, 他们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整

体的人均生活能耗的习惯参数为 ,953.% 上期能耗量的 539.>会成为习惯存量% 进而影响到下期的

能耗,

其次% 人口规模弹性系数 5g,9+435% 说明城镇居民人口规模增加 -f% 直接生活能耗将增加

,9+/f左右, 人口数量的增加% 以及由此引起的住宅面积增加% 无疑会增加照明# 炊事# 取暖等方面

的能源需求% 从而推动直接生活用能的增长,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每年有大量的农村人

口变为城镇居民% 这是推动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增加的重要因素, +,,, 2+,-+ 年% 我国城镇人口

从 /-4-. 万人增加到 6-... 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约 +.+, 万人, 伴随人口数量增加% 直接用于生活的

原煤从 4--/ 万吨增加到 4461 万吨% 增加了 +5. 万吨' 液化石油气从 6.- 万吨增加到 -+., 万吨% 增

加了 /11 万吨' 热力从 +/5-- 百亿千焦增加到 -,6.-1 百亿千焦% 增加了 4 倍多, 未来一段时期内%

我国城市化率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城镇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加% 由此引起的直接生活能耗也将快速

攀升,

然后% 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6- g,95-/+% 说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f% 直接

生活能耗将增加 ,95-f左右% 与张馨和牛叔文 .-4/测算出的生活能源需求收入弹性 ,9.-33 比较接近,

可见% 收入增加是驱动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增加的主要因素,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城镇居民对生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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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除满足照明# 炊事# 取暖等基本生存需求外% 用于享受和娱乐等方面的能耗

比重将会越来越大, +,,, 2+,-+ 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5+3, 元增加到 +/.5. 元% 增加

了近 4 倍, 伴随收入增长%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快速增加, +,,, 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每百

户拥有洗衣机 1,9.+ 台# 电冰箱 3,9-4 台# 彩色电视机 --59.5 台# 空调 4,965 台# 家用汽车 ,9.- 辆#

摩托车 -3934 辆, +,-+ 年% 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为洗衣机 169,. 台# 电冰箱

169+4 台% 彩色电视机 -4.9-. 台# 空调 -++9,, 台# 家用汽车 -39.3 辆# 摩托车 +,9-4 辆, 家庭耐用

电器和家用汽车拥有量均呈现大幅度上升% 由此带动了电力和燃油等能耗的急剧攀升, +,,, 2+,-+

年% 城镇居民生活耗用电力从 11, 亿千瓦时增加到 4+-3 亿千瓦时% 增加了两倍多' 汽油从 --4 万吨

增加到 +-15 万吨% 增加了 -3 倍多' 柴油从 // 万吨增加到 436 万吨% 增加了近 3 倍,

另外% 根据 6- g,95-/+ 和 6+ g2,9,+.5% 可知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典型

的倒 *&+ 型 "$7关系% 并可求出拐点为 >B'% ).6-<!+6+" )--?115-%即人均收入水平达到 -5+-+-

元, 如果按照 +,,, 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增长速度 !-+9,/f" 计算% 到达拐点尚需

要 -595, 年% 即到 +,+1 年, 当然% 由于不同省份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均不一样% 因此到达拐点所需

的时间肯定也会有所差异,

最后% 节能技术对生活能耗影响系数 8 g,9-5/4% 表示生活能耗收入强度每下降 -f% 则生活能

耗下降 ,9-5f左右% 这说明节能技术的提高可以有效低促进生活节能, +,,, 年%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

收入强度为 ,9+3+5 吨标准煤d万元% +,-+ 年下降到 ,9-++. 吨标准煤d万元% 说明城镇居民生活节能技

术得到了较大提升, 近年来% 家庭节能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尤其是太阳能利用技术# 节

能家电# 保温遮阳技术等% 这些技术是实现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同时推动生活节能的关键因素,

四$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

素,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我国各省份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 2+,-+

年生活能耗均值的 !"#$%&&'指数为 ,94545' 第二% 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存在较强的时间惯性% 本

期的生活能耗 649/f与上期消费量直接相关' 第三% 人口规模的影响弹性为 ,9+435% 对城镇居民直

接生活能耗有较强的正向效应' 第四% 收入水平的影响弹性为 ,95-/+% 是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耗最

大的驱动因素, 同时% 两者之间存在典型的倒 *&+ 型 "$7关系% 即随着收入水平增加% 居民生活

能耗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 但是到达拐点尚需要较长时间' 第五% 节能技术的影响弹性为

,9-5/4% 对居民生活能耗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笔者以为% 对居民生活能耗的研究% 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研究内容也将

不断深化, 如间接生活能耗的估算及因素分解# 不同区域 !城乡# 南北" 的比较等, 另外% 基于入

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不断增加% 居民节能越来越重要, 因此% 我们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

推动城镇居民的生活节能, 第一% 加大宣传% 培养城镇居民的节俭意识, 城镇人口规模扩张是不可改

变的现实% 因此寄希望于减少人口数量来实现生活节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电视# 报纸# 影视

作品等途径% 加大节能宣传力度% 倡导节约文化% 引导城镇居民养成节能的良好习惯% 如利用节能灯

管代替灯泡# 手洗衣服# 公交出行等% 形成节约# 文明# 健康的消费模式, 第二% 优化城镇居民生活

用能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一方面% 通过政策引导% 大力发展水电# 风电及核电% 积极利用太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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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推动生物质能的开发% 促进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向可再生化# 清洁化转变% 逐步减少煤炭# 火

电等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缓解能源供应压力, 另一方面% 完善供能服务的普遍性% 加大城镇集中供

暖# 供电普及力度% 通过集中供能% 可以有效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生活能耗和污染

排放, 第三% 加快节能产品开发% 规范节能产品市场, 目前% 我国节能产品市场尚不成熟% 产品种类

不多% 价格偏高% 消费者对节能产品认可和接受度不够% 这直接妨碍了城镇居民购买节能产品的积极

性, 所以% 应该出台各项政策% 如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降低企业

的生产成本, 同时% 通过节能补贴和环保积分等政策% 引导消费者增加对节能产品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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