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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 

（国家经贸委 2001 年 1 月发布） 

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

战略方针。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推动全社会开展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和可持续发展，特制定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 

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九五”时期，在“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针指引下，我国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

用取得显著成绩，为缓解资源短缺，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节能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九五”期间，我国每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1990 年价）由 1995 年的 3.97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00 年的 2.77 吨标准煤，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

达 4.1 亿吨标准煤；主要耗能产品单位能耗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按“九五”期间直接节能量计算，节约的能源价值约 6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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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和少用能源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硫 800 万吨、二氧化碳（碳计）

1.8 亿吨。 

资源综合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利用水平逐年提高。“九五”

期间，我国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达 1247 亿元，年均增长

16.4%。在工业废渣产生量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工业废渣综合利

用率由 1995 年的 43%提高到 2000 年的 52%，年综合利用量达

到 3.55 亿吨，其中，煤矸石综合利用量由 1995 年的 5600 万吨

增加到 2000 年的 6600 万吨，利用率由 38%上升到 43%；粉煤

灰综合利用量由 1995 年的 5188 万吨增加到 2000 年的 7000 万

吨，利用率由 43%上升到 58%。 

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进步取得较大进展。“九五”

期间，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作为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的重点，

在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和“双高一优”技改专项、国债技

改专项中，加大了支持的力度。重点开发的溅渣护炉、蓄热式加

热炉、75 吨/时干法熄焦、大型铝电解槽、130 吨/时和 220 吨/

时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水煤浆代油燃烧等节能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在相关行业得到推广。化工碱渣回收技术、磷石膏制硫酸联

产水泥技术、煤矸石硬塑和半硬塑挤出成型砖技术和装备、煤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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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煤泥混烧发电、纯烧高炉煤气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装

备水平不断提高，有的已实现产业化。 

宏观管理取得重大突破。“九五”期间节能法制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1998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下

简称《节能法》）正式颁布实施，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资

源综合利用政策框架初步形成，1996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批

转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国

发[1996]36 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

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九五”期

间，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日益显现，以市场定价为目标的能源价格改革，如煤价放开，油

价与国际接轨等对促进企业自觉节能产生了明显的效应。 

目前，我国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

从总体上看，人们对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重外延，轻内涵，在发展思路上还没有转到

通过存量调整，挖潜改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务虚

多，落实少，“资源意识”、“节约意识”有待加强。二是法规

政策不完善，缺乏促进企业节能的激励政策，资源综合利用的优

惠政策在某些地区难以落实。三是部分能源产品价格扭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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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竞争压力，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的内在动力不足。四是

技术装备落后，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 10-15 年。五是投入不

足，绝大多数企业融资困难，各级政府对节能的支持力度不够。 

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十五”期间，国家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正确处理

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解决资源战略问题必须下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目前，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特别是石油资源，国内石油开发和生产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进口量逐年上升。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石油需求将呈强劲增长态势。如不采取积极有

效的措施，到 2020 年，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将达到 50%

左右。除石油资源外，一些重要矿产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某些重要原材料长期进口；我国人均用电量只有 1038 千瓦时，

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10。要解决资源战略问题，必须大力开展

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要把节约和替代石油放在突出

位置，这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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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迫切需要加强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目前，我

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年排

放二氧化硫近 2000 万吨，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30%，空气

质量达标城市仅占 1/3，流经城市的河段 70%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达 70 多亿吨。尽快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状况，

改善环境质量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测算，

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 3 亿吨标准

煤的消耗，这将使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极大地改善；我国固体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 1 个百分点，每年就可减少约 1000 万吨废

弃物的排放。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是解决环境污染的重要途

径之一。 

加入 WTO 要求企业自觉开展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增

强竞争力。加入 WTO 将会大大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

国内企业不仅要立足于国内市场，而且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参与

国际竞争。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经营粗放，消耗高，浪费大，

经济效益差，缺乏竞争力。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 30-50%，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0-20 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 2.3 倍，主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 40％；每

年可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和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没有利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