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欧美新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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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能源短缺和气候灾害的加剧, 日本、欧盟和美国近些年来相继出台了新

的能源政策。从表面上看,日欧美新能源战略只是要进行一次能源结构的调整, 但实际上远远超出

了能源和气候范围,包含着复杂的战略动机,必将掀起一场全球性政治经济博弈。中国作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只有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场博弈,才能抓住机遇,完成发展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

型的双重任务,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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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以及国际

能源短缺和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灾害的加剧, 能源

环境政治再次升温,日本、欧盟和美国近些年来相继

出台了新的能源政策,掀起了一场能源战略革命,从

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试图

分析日欧美新能源战略的特点、动机及其对中国带

来的挑战。

一

这场围绕能源气候问题所进行的战略调整首发

于日本和欧盟。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对能源安全一

直非常关注,历史上曾制定过 /阳光计划 0和 /月光

计划0等能源战略规划。进入 21世纪后, 日本更是

捷足先登,于 2002年颁布 5能源政策基本法6, 2003

年 10月推出 5能源基本计划 6, 2006年 5月出台 5新

国家能源战略6及其一系列配套文件。日本新能源

战略设计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能源结构的多元化、自

主化和高效能化,确保日本中长期能源供应的安全;

主要措施包括开源、节能、储备和结构多元化四个方

面。在开源方面,主要是要求提高日本企业对海外

能源开发的控制能力,在进口的全部原油中,日本公

司拥有产权和股权的比例从 2006年的 15%增加到

2030年 40% ;在节能增效方面, 要求到 2030年使能

效在 2006年基础上提高 30%; 在储备方面, 制定

/强化国家能源应急战略 0, 包括建立完善的石油、

天然气储备制度和加强危机应对措施管理, 协调紧

急情况下各能源品种应对方案的横向协调与合作;

在结构方面,要求发展核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力争

使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由 2006年的 50%下降

到 2030年的 40%以下。¹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

后, 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新能源和气候变化战略

目标。在 9月 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 日本新

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承诺的日本未来二氧化碳减排

目标比自民党政府承诺的目标高得多,这意味着新

政府必然要对前自民党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标进行调

整。目前的动向之一是冻结前自民党政府提出的仅

对太阳能进行价格补偿的 /可再生能源馈电法 0

( Feed- in Tariff) ,代之以包括对其他各种可持续能

33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9年第 10期

¹ MET I, N ew N ationa l E nergy S tra tegy ( P ress Release) , M ay

31, 2006, h ttp: / /www. en echo. m et.i go. jp /english / report/newnat ion2
alen ergyst rategy2006. pd ;f MET I , N ew Na tional Energy S tra tegy ( d i2
gest), http: / /www. enecho. m et .i go. jp /english / report /n ewn at ion alener2
gystrategy2006. pd .f



源电价补偿的新政策。¹

欧盟委员会在 1995年曾经讨论过制定欧盟统

一能源政策的问题, 但各国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2005年欧盟汉普顿宫非正式首脑会议,再次提出欧

盟整体能源战略问题。 2006年初的俄乌天然气纠

纷暴露出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隐患, 进一步加速了

欧盟整体能源战略的进程。欧盟委员会于 2006年

3月发表 5可持续、具有竞争力和安全的欧盟能源战

略 6绿皮书供社会讨论, 次年 10月出台 5欧洲能源

政策6一读文件, 2008年 11月 13日出台二读文件

5能源安全和整体行动方案 6。围绕这一方案的总

体规划目标,欧盟同时还陆续出台了大量分项行动

方案和实施政策。在 2008年 12月欧盟领导人会议

上,各国领导人就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

致。欧盟的能源政策也非常强调能源供应安全问

题,但侧重点与日本有所不同。一是注重欧盟国家

之间的能源协作和互补, 强调用一个声音说话。二

是要通过改善与主要能源供应国、转运国和消费国

的关系来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包括鼓励乌克兰、

摩尔多瓦、土耳其加入欧洲能源共同体,按照欧盟的

现有制度、原则和标准改革其能源系统;加强与俄罗

斯、白俄罗斯及里海国家的能源合作与对话,争取签

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源合作协议; 加强与阿尔及

利亚、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北非国家的能源合

作,并提出建设横跨撒哈拉油气管线的设想;加强与

OPEC对话, 保障供需双方的共同利益。三是要按

照国际能源署石油储备机制的要求, 重新修改自

1968年形成的石油储存应急机制, 增强储备的可靠

性和透明度。四是更好地开发利用欧盟本地能源资

源,争取使能源自给率保持稳定。º

面对欧盟和日本的举动, 美国也不甘落后。新

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对能源和环境

政策持消极态度的做法, 积极加入到这场绿色战略

的角逐当中。奥巴马上台后一边采取措施应对目前

的经济危机,一边积极推进 /能源新政 0。在他的努

力下, 美国众议院于 2009年 6月 26日以 219票对

212票勉强通过了5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6。虽然

这一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的批准, 但奥巴马政府已

经开始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实施绿色战略。与欧盟

和日本不同的是, 奥巴马认为美国过去的能源政策

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发展。一是对海外石油的过度依

赖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 二是大量的石油

供应抑制了美国节能动机和技术创新,造成美国产

品尤其是汽车产业因能耗过高而丧失竞争力。为

此,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能源政策侧重在两点,一是

逐步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 最终实现能源完全自

给自足;二是提高能效标准, 提升美国经济的竞争

力。

尽管日欧美各方的新能源政策各具特色, 侧重

点也不尽相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一是将能源

安全与环境安全统筹考虑, 注重能源多样化和减排

节能,并制定了具体的数量指标。为了减少对一次

性石化能源的依赖,减少碳排放, 各国在增加核电的

同时,都把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地热能和海

洋资源等可再生能源开发作为重点突破口; 能源替

代不只局限于电力,还扩展到交通运输,通过研发生

物能、氢能和蓄电池汽车,逐步实现机动车动力的非

碳化。各国还提出了发展 /碳捕捉和封存 0 ( CCS)

技术,以便能够在继续利用石化能源的同时减少碳

排放。欧盟提出要在 2020年之前, 实现三个 20%

的中短期目标,即在 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20%,节能 20% , 使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目前

的 7. 4%提高到 20%。» 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 从

2006年到 2030年,能源效率提高 30% ,可再生能源

比例从 2%提高到 11. 1%; 到 2020年, 将碳排放量

比 2005年水平降低 15% (相当于在 1990年水平上

削减 8% )。¼ 新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对日本的减排政

策又做了修正,提出新政府将大幅提高二氧化碳减

排标准, 到 2020年在 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 25%。

美国提出,到 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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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15%以上;在 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 17% (相当于在 1990年水平上削减 4% ),到

205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83% (相当于在 1990年

水平上削减 80% )。¹

其二是强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并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欧盟委员会制订了52008年能源效率一揽

子计划 6,内容包括: 修改欧盟 5建筑能效指令 6, 扩

大范围, 简化手续, 降低住户能源消费;修改 5能源

标签指令6, 将标签制度从家用电器扩大到更广的

商业和工业范围;强化 5环保设计指令 6的实施, 提

出了使用电灯泡、家用电器、路灯、办公照明等最低

节能要求等。º 此外, 欧盟委员会于 2009年 3月通

过法令,决定从 2009年 9月 1日起, 在三年内分五

个阶段淘汰白炽灯。» 5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6在

能源效率条款下列出了 108条节能项目和措施,主

要内容包括:建立新的建筑能耗标准, 到 2012年实

现建筑物节能 30% ,到 2016年实现节能 50%以上,

并要求能源部拿出具体的奖惩措施监督这一目标的

落实; 运用省电科技翻修 1976年之前建成的老旧建

筑;制定家用电器和照明设备的最低能效标准,并通

过提供财政刺激手段促使销售商销售最佳节电产

品;要求调整机动车能耗标准, 增加单位油量的行驶

里程; 要求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公司与客户达成节能

协议, 争取到 2020年使用户累计节电 15%, 节约天

然气 10% ;要求能源部制定工业生产和公共设施部

门的节能标准,降低这些部门的能源消耗。¼

其三是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都提出

了建设智能电网计划, 目的是适应能源供应多元化

的需求,将各种新能源更有效地并网和实现地区之

间的调剂,同时达到输电系统的节能效果。美国正

在建设 /统一智能电网 0 ( Un ified N ational Sm art

Grid)。科罗拉多州波尔得市已经于 2008年 4月建

成为全美第一个智能电网城市。与此同时, 美国还

有 10多个州正在开始推进智能电网发展计划。联

邦政府的规划目标是要将分散的智能电网整合成全

国性的网络体系,解决太阳能、风能、氢能、水电能和

车辆电能的存储,以帮助用户出售多余电力,包括解

决电池系统向电网回售富裕电能。½ 欧盟则推出了

/超级智能电网0 ( Super Sm art Grid)计划,将具有远

距离输送能力的超级电网和具有将各种分散的新能

源供应加以充分利用的智能电网二合一,以使欧盟

的电力供应系统覆盖到整个欧盟、北非、中东等国家

和地区,并使电网能够适应多元化可持续电力来源

的要求,尤其是能够充分利用潜力巨大的北非沙漠

太阳能和风能的需要。¾ 日本智能电网建设侧重点

在新能源领域和能源信息化两个方面。新能源智能

电网包括了太阳能发电预测系统、高性能蓄电池系

统、火力发电与蓄电池相组合的供需控制系统。新

电网的能源信息化则是开发家电对电力与能源消费

的可视化控制体系和电力信息传送控制平台, 以确

保能源利用的信息化。¿

其四是采取多种手段推动新能源战略的实施。

除了大量立法之外, 还通过行政规定、政府投资、政

府奖罚、价格杠杆、产品标准认证、标签制度和税收、

市场机制等手段, 进行政策引导。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奥巴马政府计划 10年内投资 1500亿美元用

于推动新能源计划的实施。奥巴马政府还要求改革

社区的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重修道路和桥梁,以更

有利于人们步行、骑自行车和选择非机动车交通工

具出行。日本政府制订的 /电气事业利用新能源之

特别措施法 0 (简称 RPS法 )规定, 各电力公司到

2010年必须购买一定量的可再生能源。对于未达

标的企业, 经济产业省大臣有权处以 100万日元以

下的罚款。欧盟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

的比例提高到 20%这一目标, 制定并实施了责任分

担机制。依据成员国的人均 GDP, 适当参考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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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展现状、潜力、能源结构等指标,将 20%的目

标分解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承担的责任从 10%至

49%不等。瑞典承担最多, 为 49% , 马耳他承担最

少,为 10%。¹ 欧盟还提倡利用不同的信息和辩论

平台, 如现有的阿姆斯特丹论坛 ( Am sterdam Fo2
rum ) ,继续促进可再生能源最佳实践的交流和推

广。

由此看来, 日美欧能源新战略的总体设计和立

法工作已接近完成, 一场围绕能源环境主题而展开

的政治经济博弈已经拉开帷幕。

二

从表面上看,日欧美新能源战略只是要进行一

次能源结构的调整, 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复杂的战略

动机, 远远超出了能源和气候范围。

首先是确保能源安全,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 人类的能源消费主要是依

靠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据国际能源署 ( IEA )提供

的 2006年数据,世界头号和二号能源消费大国美国

和中国的石化能源比例都占到 85%左右。即便是

能源多元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国, 石化能源的比

例也都接近 82%。º 巨大的能源需求和能源结构的

单一, 造成了石化能源的紧缺和资源的日趋枯竭。

据 5BP世界能源统计 20096提供的数据,即使人类

消费量保持在 2008年的水平不变,世界已探明的储

量可供开采的年限,石油只有 42年,天然气 60年,

煤炭 122年。» 更糟的是, 目前的能源消费主要满

足了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 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仍然很低。随着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 世界未来能源需求还会大

幅度增加。如果人类不改变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结

构,石化能源枯竭年限要大大短于上述可开采年限。

国际能源署总裁田中仲男 ( Nobuo Tanaka)最近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经济开始复苏,比如到 2014

- 2015年左右, 那么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危机, 那就

是能源供应危机,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担忧。0¼各

国能源政策的调整正是为了减少对石化能源的过度

依赖, 通过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来保障供应的长期稳

定。

其次是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出实际行动, 减

少政治压力,争夺环境道义制高点。近些年来,大气

变暖导致的气候灾害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造

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越来越严重。面对大自然的惩

罚, 碳消费越来越成为道义上的谴责对象。随着

2009年 12月 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 5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6第 15次缔约方会议就后 5京都议定

书6减排方案做出安排的日期临近, 国际社会都在

密切关注着八国集团的态度。西方国家最近做出的

减排承诺尽管力度有所不同,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显

示了务实态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国家的环境形象,从而增强国

家软实力基础。

第三是减少石油对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的束

缚, 增强经济的 /免疫力 0和外交的灵活性。对石油

的过度依赖极大地伤害了西方国家经济的稳定性。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多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与石

油价格的波动有关。由于需求量增加和商业投机活

动加剧,石油价格连续 7年上涨, 2008年 7月每桶

原油价格一度达到 144美元, 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

发和 OPEC国家紧急大幅增产之后, 价格才回落。

在石油价格上涨的带动下, 煤炭和液化天然气价格

上涨更快。高油价对汽车、钢铁、航空等高耗能行业

造成了严重打击, 有些行业处于全面亏损状态。除

了对经济的伤害之外,能源进口国在外交上也要受

到诸多束缚。奥巴马总统在呼吁能源政策变革时发

出感慨说: /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是我们国家面临的

最严重威胁之一。它为独裁者提供资金,为核扩散

付费,为我们反恐斗争的两边提供资金。它使美国

人民受油气价格波动的摆布,窒息了创新,削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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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竞争能力。0¹各国调整能源战略的目的就是改

变这种状况,增强国家经济的 /免疫力 0和外交的灵

活性。

第四是通过能源环境战略调整来提高本国经济

竞争能力,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尽快复苏, 抢占经济

发展模式转型的制高点。众所周知, 曾经作为美国

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近些年开始衰落。 2009年 6

月 1日,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正式向纽约

破产法院递交破产申请。美国汽车业衰落的原因之

一是它生产的汽车节能效果差,越来越不受消费者

欢迎。这一案例从一个侧面说明, 传统的工业文明

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人类开始跨入生态文明时代。

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哪个

国家先起步,哪个国家就会抢占先机。美国总统奥

巴马多次发表演说强调, /哪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开

发新能源方面领导世界,哪个国家就能领导 21世纪

的全球经济。美国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 美国必须

成为这样的国家。0º

第五是避免因能源争夺而引起新的冲突。目前

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背后都有能源争夺的背

景。尽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表面

借口是反恐,但真正的动机却是控制中东地区的石

油。美国支持车臣独立,俄罗斯发动两次车臣战争,

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的关系紧张,俄格武装冲突,俄

罗斯、丹麦、加拿大等国对北极圈海域的争夺, 都或

多或少地存在着争夺和控制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动

机。确保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是引发大国间海军

军备竞赛的直接借口。总之,能源争夺已经成为引

发国际关系紧张甚至是爆发战争的直接诱因。各国

推出能源环境新战略, 都包含着避免因争夺能源而

造成冲突的动机。

第六是削弱竞争对手。近些年石油天然气价格

的不断攀升使美元等国际货币源源不断流入到石油

出口国手中,其中有些能源出口国如俄罗斯、伊朗、

委内瑞拉等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

些国家凭借石油收入而重振军备, 与西方国家相抗

衡。西方国家非常清楚, 减少本国对外部石油的依

赖,就会有效控制国际油价,从而减少对手的石油收

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三

日欧美新能源战略的实施势必掀起一场围绕能

源气候展开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博弈, 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二氧化碳

减排压力的增大。过去美国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

氧化碳排放国及其消极的减排立场而受到国际舆论

的指责,如今美国已经把排放老大的帽子甩给了中

国, 减排立场也发生了变化, 这将使国际社会的视线

转向中国。过去中国可以拿美国当挡箭牌, 只要美

国不减排,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先于美国承担减排义

务。美国的转向,不仅使中国失去了这个挡箭牌,反

过来会多一个最强硬的攻击者。中国外交将面临新

的考验。

其次是粮食安全面临新的隐忧。据世界银行报

告, 2005到 2008三年中, 全球小麦价格上涨 181%,

食品价格总体上涨 83%。»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8

年将 36个国家列入粮食危机名单,其中不少国家因

粮荒而出现社会动荡。造成这场全球性粮食危机的

罪魁祸首是用粮食生产生物乙醇。据英国 5卫报 6

援引世界银行的一份秘密报告称, 生物燃料的推广

使用使全球粮价上涨了 75%。报告解释说,生物燃

料的推广使用从三个方面扭曲了粮食市场。一是大

量粮食被用作燃料。美国 1 /3以上的玉米现在用来

生产乙醇,欧盟大约一半的植物油用来生产生物柴

油。二是农民被鼓励留出土地生产生物燃料作物。

三是刺激了对粮食的金融投机, 致使粮价越涨越

高。¼ 除美国和欧盟之外,巴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也加入到了用粮食生产生物乙醇这一行列。 2008

年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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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009年 4月 18日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集团农

业部长会议发表报告指出, 目前正在经受国际金融

危机严重冲击的世界将可能面临一场更为严重的粮

食危机。这场持续多年的粮食危机虽然目前还没有

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明显的影响, 但其带来的隐患

不可小觑。

第三是产品出口面临更大的压力。过去中国经

济的相对竞争优势是产品的廉价, 这种产品廉价的

源泉在于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资源价格、能源

价格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低廉。西方国家的能源新战

略有可能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的这一优势带来冲击。

一方面,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可能会降低石油天然气

的价格,再加上各国政府对新能源提供了大量的政

府补助,有可能使西方产品中所包含的能源成本降

低,从而抵消中国产品中能源成本的优势; 另一方

面,西方国家在完成了国内市场的改造之后,可能会

对高碳区国家的出口产品采取歧视政策, 征收额外

的碳关税。比如在 5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6中就

设置了高碳区进口商品碳费补差制。如果美国政府

的补偿不足以消除美国企业的不利竞争状态, 总统

可以建立一个 /边界调整 0项目, 要求外国制造商和

本国进口商偿付进口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中碳减排

费用的差价。这一措施将给中国产品的出口带来新

的麻烦。

第四是能源结构转型成本增加, 相关产业面临

冲击。欧盟和日本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方面都经历

了较长时间的摸索,技术比较成熟, 成本相对较低,

而中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中国在风力发电、太阳

能、生物能、地热能利用等方面与世界领先国家相

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虽然是太阳能电池生产

大国, 但产品的原材料和终端市场两头在外,核心技

术大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正如国家发改委能源

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研究员所说, 在新能源研发方

面, /现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很弱,没有国家的研发

团队, 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材料和装备都依赖进

口,连生产线都靠进口。0¹技术上的落后势必会大

大增加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成本。同时, 中国的相

关产业也面临冲击。一是汽车产业。面对西方国家

开发节能型和新能源汽车, 中国企业如果不及时做

出调整,有可能会重蹈美国汽车业衰落的覆辙。汽

车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汽车业不振,必

将对整个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国防工业。目前

西方国家纷纷把新能源技术应用于国防工业, 如它

们都在抓紧研制太阳能无人机, 有些国家已经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报道, 美国极光飞行科学公司

( Aurora F light Sc iences)已经设计出一种可以在空

中持续飞行长达 5年的太阳能无人飞机。º 英国奎

奈蒂克 (Q inetiQ )研究公司研制的 /西风 - 60已经取

得了连续飞行 82小时 37分钟的试航记录。» 中国

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

显。太阳能无人机的特点是可以长期在空中飞行而

无需补充燃料,在军事上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如

果中国在太阳能研究方面长期落后, 势必影响整个

国防力量的现代化。

第五是战略调整面临新的课题。日欧美新能源

战略将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正如有的学

者所说, /当前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从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一种能源政治格局,以中东、里海周边、中西

非、南中国海等为代表的全球热点和冲突高发地区,

实际上就是能源和资源争夺的战场。一旦使用新能

源替代石化能源, 那么以俄罗斯、中东、中南美国家

为代表的油气出口国,其地缘政治地位将受到严重

削弱,而只有 1500万人口的哈萨克斯坦却占有全世

界铀储量的 15% ,在未来世界能源版图上的战略地

位必将获得提升。世界力量重组、地缘政治格局的

根本性改变很可能因新能源革命而起。0¼此外, 石

化燃料价格下降, 还会减少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外

汇收入,它们的国防工业将会受到影响。对中国产

生的后果是 /上海合作组织 0的军事能力遭到削弱,

中国的武器出口将遇到困难。如何适应这种地缘政

治变化而做出新的战略调整, 将是摆在中国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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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课题。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对全

球经济政治关系带来某些预想不到的影响。这场绿

色革命虽然刚刚开始, 它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还需要

更多时日才能体现出来, 但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能源结构调整问题,而

是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此,

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解决能源结构的单一和对一次性石化能

源的过度依赖问题。据 BP世界能源统计提供的数

据, 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 核电和水电比例只占

7. 4% , 其余基本是一次性石化能源, 其中煤炭占

70%。而美日欧的核电和水电比例分别是 10. 8%、

14. 3%和 16. 4%。¹ 可见中国在能源结构多元化方

面目前已经处于落后状态,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与

西方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二是要解决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首先,中国缺乏一套科学的能耗衡量标

准。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

距。国家 /十一五0规划提出要实现单位 GDP能耗

降低 20%的目标,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

建立一套科学的能耗衡量标准,否则无法准确衡量

这一目标是否实际完成。对于目前我国的能耗水平

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相互之间差距很大。按照通

行的以官方汇率为基准的美元 GDP指标, 2003年

我国能耗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2. 2倍, 比美国、欧

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 2. 3倍、4. 5倍、8倍和 0. 3

倍。º 问题是, 这一指标并不能真正体现能源利用

效率, 而是包含了汇率、产业结构、产品构成等多方

面因素。即使 /十一五 0期间我国能够完成降低能

耗 20%的指标, 也不能说明实际能效水平提高了。

其次,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研发的资金投入不足。在

2009年 2月通过的 5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6 7870

亿美元经济振兴拨款中, 有 8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

源投资, 占拨款总额的 10. 16%。» 而中国政府在

2008年底出台的 4万亿元人民币 /刺激资金 0中,只

有 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仅占总投资

的 5. 2%。这当中, 有 1700亿元用于污染治理工程

和生态建设, 只有 4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¼ 相比

之下,中国对新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投资不仅绝对数

量少,而且比例也低得多。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差

距, 势必拉大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节能技术差距。

对此,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 尽量加大对新能源开发

和节能技术的财政扶持力度。

三是外交战略策略需要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虽然中国不宜在短期内做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 但

如果长期坚持不减排将会陷入外交孤立。在欧美日

新能源战略中,都包含了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交

流合作的内容,中国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加大与发达

国家的能源环保技术合作力度, 甚至可以将承担减

排义务与新技术获取多少挂钩, 根据中国新能源技

术进步程度来确定减排承诺幅度。在地缘战略方

面, 中国要根据新能源 (如核电、风能、太阳能、海洋

能 )资源的地理分布特点, 做出前瞻性的地缘战略

安排。

此外,在各国新能源政策的刺激下,用粮食生产

乙醇活动还会继续下去,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在短期

内有可能还会加剧,中国必须做好粮食安全方面的

应对准备,防患于未然。

总之, 这场决定未来命运的新能源战略革命给

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只有着力解决好自身面临

的突出问题,才能变挑战为机遇, 完成发展经济和实

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任务, 缩小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 o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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