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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每上升l％，能耗水平下降O．35％。我国之

所以存在能耗水平过高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中投资占的比重过高，而消

费水平相对不足。以2006年我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l美元=7．97人

民币、1千克标准煤=0．7千克标准油为标准计算，即使不做任何技术改进，只是将居民消

费标准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可能使能耗水平降为约0．92吨标准煤／：V元，超额完

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将能耗水平降为约1吨标准煤／2r元的计划。因此，当前我们降低能耗

水平应当主要在减少投资、刺激消费上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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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有许多国外学者关
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耗问题。Snail⋯和Kamba阳【21认

为，1980年代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是由于工

业产出品主要由重工业品转为轻工业品。Huang运

用微分法(Divisia Index)对1980--1988年中国六

大工业部门的三种能源投入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中国工业部门有73％一87％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可归结为技术进步。口1 Polenske【4’和L抽㈣根据投入

产出表．运用因素分解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对1981--1987年中国18个国民经济部门
的4种能源投入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中国能源

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归功于产业结构转变和技术进

步。岛出眦io【6’通过对投入一产出表的研究发现，
1987--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大

部分应归功于技术进步，中国对能源密集型产品进

口的增加也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有一定贡献，但

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增加了对能源的消

耗。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能源问题的加剧，有越来

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能源利

用效率问题。史丹采用相关因素分析法，分别分析

了1978---2000年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

体制改革对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认为这三者

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有显著作用。【7’张宗成

分析了1978--2001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认为节能潜力大、经济体制改革、产品和产

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是中国能源利用效

率提高的原因o ca3周鸿采用微分法探讨了199卜
2002年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认为工业

产值结构和能耗结构的变化x,-J-能源使用效率影响不

大。【9’吴巧生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中

国1980年以来能源消耗强度进行了分解，认为中

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主要是各产业能源使用效率提

高的结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

作用是负面的o C no]刘耀彬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协

整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关

系，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的

重要因素o Cn]奇志新应用因素分解法计算了199争_

2005年工业部门内部轻重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和

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重工业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则能源消费增加约1000万吨标煤。m1董利考察

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能源消费结

构等一系列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这些因素

对中国能源效率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o 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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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主要从技术进

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能源利用效率

的提高。而国内学者主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

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工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待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部分学者还考察了中国

城市化进程对能i景利用效率的影响。从现有资料来

看，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角度来探讨中国

能源利用效率的文献较少，我们将从这一角度研究

我国节能降耗的新思路。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中国国家统计局核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

表1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有两种，一种为生产法，即分别统计三大产业各自

的生产总值，然后加总；另一种为支出法，即将国
内生产总值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已有文献主

要是通过考察第一种方法的结构来探讨中国经济增

长中的能耗水平，本文将主要探讨第二种国内生产

总值的结构对能耗水平的影响。由于政府消费带有

明显的宏观调控倾向，因此，本文将政府消费从消

费总量中剔除。通过研究发现，GDP一定的情况

下，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能耗水平越低，反之，支

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其他构成越高，能耗水平越

高。

本文选取1978--2006年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

年份 能耗水平 GDP 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GDP 能源生产

19r78 57144 3605．6 1759．1 48．79 62770

1979 58588 4092．6 2011．5 49．15 61562

1980 60275 4592．9 2331．2 ．50．76 63735

198I 59447 5008．8 嬲．9 52．47 63227

l 9：s2 6，1067 5590．O 2902．9 51．93 66778

1％3 跃040 6216．2 3231．1 51．98 71270

1984 70904 7362．7 了742．O 50．82 77855

1985 76682 9076．7 4687．4 51．64 85546

1986 80畦50 10508．5 5302．1 50．46 88124

1997 86632 12277．4 6126．1 49．90 91266

19昭 9299叮 15388．6 7868．1 51．13 9580l

1989 臾跨34 173】1．3 蹈12．6 5D．9l lo】639

1990 镯703 19347．8 9450．9 48．85 lcl3922

199l 103783 22577．4 lcr730．6 47．53 104844

1992 109170 27565．2 13000．1 47．16 107256

1993 ll溯 3醴)38．1 16412．I 44．43 lll∞9

1994 1227” 50217．4 21844．2 43．50 118729

19915 131176 63216．9 283∞．7 44．88 129034

1996 138948 74163．6 33955．9 45．79 132616

1997 137798 81658．5 3眈1．5 45．2l 132410

199B 132214 敏|531．6 39229．3 45．34 124250

1999 133831 91125．O 41920．4 46．00 125935

2000 138553 98749．0 45854．6 46．44 128978

2001 143199 108972．4 49|213．2 45．16 l”445

龇 15179r7 120350．3 52571．3 43．68 143810

嬲 174990 l 3(i398．8 56834．4 41．67 163842

础 203227 160口80．4 63833．5 39．83 187341

嬲 22讹 188∞2．1 71217．5 37．74 205876

嬲 246270 221170．5 80120．5 36．23 221056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注：能耗水平、能源生产单位为万吨标准煤，GDP、居民消费单位为亿元，居民消／GDP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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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说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对能耗水

平的影响，选取能耗水平为因变量，选取GDP、能

源生产、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自变量，为了

消除异方差性．取上述变量的对数形式构造方程如

下：

h甄2 C+BlnxlI+＆kI甄+岛hl玛t+uI

其中，Y为能耗水平，c为常数项，xl为GDP，X2
为能源生产，)【3为居民消费在GDP总量中所占的

比重，tl为残差项。能耗水平与能源生产单位为万

表2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吨标准煤，GDP单位为亿元，居民消费在GDP中

所占单位为％，本文采用Eviews5．1作为计量分析

工具。

二、模型检验及结果

在作序列分析时，如果变量的时间序列不平

稳，那么，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结果。因此，首

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的确定

采用AIC标准，验证结果如下：

序列 滞后阶数 ADF检验值 5％显著水平I临界值 结论

lIly 5 O．089703 —2．998064 非平稳

lnxl 4 —0．941773 —2．991878 非平稳

lnx2 l O．15699|6 —2．976263 非平稳

lfI妇 l O．534350 —2．卿伽 非平稳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所有的变量都是非平稳时

间序列，这有可能导致回归结果为“伪回归”。但

是，即便所有的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只要能证明

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协整的，那么回归方程依然有意

义。方程的回归结果如下：

lIl甄=2．1300+0．07361nxlI+0．8395hl硒一O．26791nx量

(3．2299) (7．2819) (18．6971) (一

3．4766)

R2=0．998595 F=5921．154

DW=1．313869

需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模型是否为“伪回

归”，对回归残差进行协整检验：

讥=lny,一C—BlI：IxIl一＆lIl黾一岛h黾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采用SIC标

准决定滞后阶数为l，检验结果显示：t统计量为

一4．566940，l％显著水平临界值为一3．699871，检

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不存在单位根，因此

残差项为平稳序列，模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回归关系不是“伪回归”。回归方程的

可决系数达到0．998595，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情况

很好，F检验通过，说明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很
高，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

通过White检验，发现无异方差现象存在。通过回

归结果我们发现。GDP和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之间

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与

能源消费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是Vw检验

显示方程存在自回归现象，需要修正。通过序列相

关的LM检验表明方程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采

用AR(2)模型修正自相关：

lny,=C+岛hⅨlt+＆laxa+岛111b+ut

lIl。卿ut．I+啦u．一2+￡l
‘

回归结果如下：

hI孰=2．7023+0．0723tn】【l。+0．81841nx2l一0．3495h嘶+ [+AR(1) =2．0996，AR(2) =一2．18

(3．7009)(7．2604) (17．6872) (一3．9127)(2．0996)(一2．1806)

R12=0．998886 F=3765．339

DW=1．836285

从回归检验结果看。可决系数达到0．998886，说明
拟合效果非常好，t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通
过，说明白变量都比较显著对因变量有影响，F检

验通过，说明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很高，通过
～[rhite检验，发现无异方差现象存在。通过Co．c鼢Orcutt迭代法，使得自相关现象得到明显改

善，DW值达到1．836285，、自相关现象消除。

三、模型结果解释

文章研究的重点是支出法生产总值结构对能源

消费的影响，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模型回归结果显

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从197卜2006年，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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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每增加1％，能耗水平将下降

约0．35％。通过对居民消费、投资、出口各自结

构构成的研究，有助于这一现象的解释。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6年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中食品类支出占35．78％，衣着类

占10．37％，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5．73％．医疗

保健类占7．14％，交通通信类占13．19％，教育文

化娱乐服务占13．83％，居住类占10．40％，杂项

商品与服务占3．56％。由以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构成看，所涉及的部分大多是低耗能部门的产品，

因此，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单位GDP的能

耗水平就低。投资主要用于各种生产资料的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等部门，这些部门大多是高

耗能部门。像各种重化工业、有色金属冶炼、钢

铁、水泥、电解铝、电力、电石、焦炭更高耗能行
业其产品主要是用于投资部门，这样，投资在国民

收入中占的比重高，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高。

从出口来看，仍然以2006年为例，2006年我国出

口总额为9689．36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为529．19

亿美元，只占出口总额的约5．46％，工业制成品

为9160．1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约94．54％，其

中，在工业制成品中，化学及相关产品、轻纺产

品、橡胶产品、矿冶产品及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

共计6756．8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约69．74％，

这些产品都是基本上都是高耗能产品，因此，出口

总额越高，能耗水平越高。

四、结论与建议

我们的研究表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

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居民

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每上升1％，能耗水平下降

0．35％，这说明我们可以从增加居民消费在经济增

长中比重的方法找到节能降耗的新思路。

通过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与能耗水平关系

的国际比较，也可以验证我们的这一结论。

表3 2006年能耗水平与支出法生产总值结构国际比较表 单位：吨标准煤／7)-美元％

国家 单位GDP能耗 居民消费比重 政府消费比重 投资总额比重 净出口比重

日本 1．7 57．4 17．9 22．7 4．2

德国 1．6 59．3 18．6 17．2 4．9

美国 2．5 70．3 15．8 19．2 —5．3

巴西 2．8 60．4 19．9 16．8 2．9

印尼 4．5 67．4 7．1 24．0 1．5

印度 6．7 58．3 11．3 33．4 —2．9

中国 8．9 36．2 13．7 42．6 7．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世界统计年鉴2008，世界能源统计资料整理。

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很低，2006

年单位GDP能耗达到8．9吨标准煤／yj-美元，明显

高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

重过低，而投资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明

显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

投资和出口，而居民消费不足。2006年，我国居

民消费水平占CDP的比重为36．2％，除中国外，

表中其他国家这_比重平均为62．2％。如果我国

居民消费水平占GDP的比重达到这一平均水平，
按2006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l美元=7．97人民币、1千克标准煤=

0．7千克标准油计算，根据本文模型，2006年我国

人均GDP能耗将降为7．3吨标准煤／万美元，降幅

为17．98％。也就是说，以2006年为标准，即使不

做任何技术改进，只是将居民消费标准提高到其他

国家的平均水平，就会使能耗水平降为约0．9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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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煤／万元，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将能耗

水平降为约1吨标准煤／万元的计划。

我国之所以存在能耗水平过高的问题，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中投资占的比重过高，而

消费水平相对不足，因此，当前我们降低能耗水平

应当主要在减少投资、刺激消费上作努力。

协调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不能建立在降

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因为在当前我国就业形

势不乐观的前提下，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将使我国

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协调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例

关系也不能建立在依靠增加净出口水平的基础上。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降低投

资的情况下，靠刺激出口这一手段是不足取的，因

为，这一方面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

会增加外汇货币占款，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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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国近期出现的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

汇占款过多引发的。政府消费由于其开支的稳定

性，和用途的特定性，我们也无法依靠提高政府消

费来改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因此，我们只能靠增

加居民消费，减少投资来协调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比

例关系。

我们认为，造成当前中国消费不振的原因既有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观

念问题；还有我国医疗、住房、教育改革不力，社

会保障不完善，造成居民不敢消费的问题；也有我

国由于贫富差距较大、积累与消费不成比例造成的
居民收入不足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从多个方面综

合起来解决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我

们可以通过不断加强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方式逐

渐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通过逐步调整改革的

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
忧。从短期来看，在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

学派看来，要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就要避免

全社会的储蓄率过高，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调整利
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运用

法律、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平衡要素收入者和劳

动收入者之间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降低积累

率，提高消费率，降低全社会的储蓄水平，建立完

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运用综合手段刺激消费水平的
提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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