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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湖南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能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能源形势严

峻。通过对目前湖南省能源现状与中部六省的能源消费作比较，分析出湖南省目前存在着

能源供应紧张、能源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 通过加强能源储备、开发新能源等措施可使湖

南省的能源利用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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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URRENT ENERGY SITUATION
AND QUESTION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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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unan provinc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energy, the energy situation grim.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
tus of energy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energy consumption compared to
our province of the existence of energy supply, energy structure, such as a reasonable enough
question. Effective solution is through the strengthening of energy re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and other measures to make our province tended to rationalize the utilization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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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一个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的重要因素， 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也扮演重要角

色[1-3]。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煤炭资源少，石油和

天然气短缺。 全省煤炭资源保有储量约 37.6 亿 t，
占全国煤炭总储量的 0.28 %， 产量则占全国的

3.8%，人均只有全国的 20 %，开发强度大，储量消

耗速度过快， 从 1998 年开始由调出省变为调入

省；全省水电的开发利用程度已接近 70 ％，水电

开发受多种因素制约潜力有限， 开发难度越来越

大；油气资源全部依靠省外和国外调入。节能降耗

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

重要举措。为此，湖南省“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

2010 年 GDP 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20 %的目标。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当前在能源方面的消耗进

行分析，旨在为湖南省今后处理好经济发展、能源

消耗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湖南能源生产和消费情况

湖南省煤炭资源少， 石油、 天然气资源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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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全 省 原 煤 生 产 5 119.49 万 t， 全 省 发 电

829.56 亿 kW。 目前省内尚未发现可供开采的石

油和天然气。 2008 年消耗原油 591 万 t，包括石油

产品全部从省外调入，所需天然气全部由“西气东

输”工程供给。 核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没有

得到开发利用。据测算，湖南省的风能资源储量达

5 678 万 kW， 其中具有开发价值的 445.7 万 kW。
沼气、秸秆等可再生能源比较丰富，初步统计总储

量折合 3 971.7 万 t 标准煤，但目前仍处在农村地

区民用阶段。
2008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达 10 224.94 万 t

标准煤，同比增长 8.24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

0.6434，能源消耗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说明了湖

南省经济的发展仍是建立在高能耗的基础上。 按

照经济学理论界提出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应大约

保持在 0.5 左右的经验值来衡量， 湖南的能源消

费弹性系数超出较多。 这说明湖南在经济发展中

能源消费的强度较高，减少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

依赖还大有潜力可挖。
湖南省目前的消费模式主要是以煤炭和电力

为主，初步构建了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

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资源全面发展的能源格局。 剔

除中间投入和运输损耗部门，2008 年煤炭和电力

最 终 消 费 量 分 别 为 7 686.75 万 t 和 1 068.18 亿

kW 时，占到全省消费总量的 80.1 %，同比上升了

11.76 %。
在能源的消费构成上，2008 年湖南省三产业

结构为 19.4∶40.2∶40.4。而能源消费中，第一产业消

费 525 万 t 标准煤，占消费总量的 4.86 %，第二产

业消费 7 740.44 万 t 标准煤，占消费总量的 71.69
%，第三产业消费 1387.49 万 t 标准煤，占消费总

量的 12.85 %。

2 湖南省当前单位 GDP 能耗水平

2.1 湖南省单位 GDP 能耗

2008 年 全 国 单 位 GDP 能 耗 为 1.102 t 标 准

煤/万元，湖南省为 1.225 t 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

6.72 %。 目前，在全省 14 个市州中，单位 GDP 能

耗列全省前三位的是娄底、 湘潭和郴州， 分别达

2.608、1.816 和 1.526 t 标准煤 ／ 万元；居后三位的

是常德、 张家界和长沙， 分别为 0.978、0.918 和

0.888 t 标准煤 ／ 万元。 娄底和湘潭的单位 GDP 能

耗均超过了长沙和张家界的两倍。

当前全社会能源终端消费量主要集中在第二

产业，尤其是重工业。 各市州单位 GDP 能耗的差

距，与各地产业结构直接相关，是由客观现实造成

的。 以娄底为例，产业主要是重化工业唱主角，工

业中 90 %的都是重工业，除了钢铁、电，就是有色

矿采选，因此，单位 GDP 的能耗相当高。 而就省会

长沙而言，主要以轻型工业结构为代表，从能耗上

来说，基本无工厂冒烟，机械和电子产业有相当一

部分属于来料加工、装配组合性质，因此相对来说

单位 GDP 能耗较低。
2.2 湖南省单位 GDP 电耗

2008 年， 湖南单位 GDP 电耗为 975.49kWh ／
万元，同比下降 9.92 %。 市州单位 GDP 电耗列前

三 名 的 是 湘 西 自 治 州、 娄 底 和 湘 潭， 分 别 为 2
453.3、1 753.4 和 1 369.4 kWh ／ 万元，而列于后三

位的岳阳、张家界和长沙分别只有 774.6、648.0 和

549.1 kWh ／ 万元。 单位 GDP 电耗最多的湘西自治

州，是最少的张家界的 4 倍多。
由于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较落后的地方，目

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 能源

消耗高，而能源的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其中在工

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又是电解锰、电解锌等行业。所

以电力的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 占 63.9 %，
生活消费只占 16.8 %，第三产业占 16.1 %，第一

产业占 3.1 %。 而第二产业在创造了全州 34 %的

增加值的同时，却消耗了 56 %以上的能源。 电力

利用集中度高和能效低是造成湘西 自 治 州 单 位

GDP 电耗高的主要原因。
2.3 湖南省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

2008 年 全 省 单 位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为

1.98 t 标准煤 ／ 万元，同比下降 11.8 %。 超过全省

水平的有 6 个市州，分别是娄底、湘潭、益阳、岳

阳、衡阳、郴州。 其中最高的为娄底，达到 4.85 t 标

准煤 ／ 万元,最低的是长沙，为 0.74 %。
娄底和湘潭都是湖南省的老工业城市， 以能

源原材料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对能源和资源有着

较强的依赖性，落后的设备和生产技术，是导致能

源消耗高的主要因素； 另外因管理不善而导致浪

费资源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都是导致在工业生产

中增加能耗的原因。而长沙和张家界等城市，由于

重工业少， 近几年在轻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比较

快，经济增长好，对能源的需求不是很高，故在单

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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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三个指标来看， 目前湖南省各个地

区间在能源消耗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异。 以旅游

为主的张家界市和轻工业为主的长沙市， 对能源

的需求少， 所以其在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上

低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 但是在能源消耗大

的城市，例如娄底和湘潭，其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

能耗则远远地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照国家“十

一五”规划提出，在“十一五”末单位能耗降低 20
%， 湖南省必须按照整个要求来约束自己对能源

的消费。

3 湖南与中部其他地区的比较

3.1 中部六省产业结构比较

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

西省中部六省从产业结构看有一个能源大省，五

个农业大省。湖南省的一产比重最高，是山西省的

3 倍；二产六省中最低，比山西省少了 15.8 %；三

产居中，比山西、江西、河南高，基本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近。二产比重高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大量增加。
近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构成也体现出这一特点[5]。

从与全国和中部六省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

看到只有湖南省一个地方的三产比重比 二 产 的

高，也就是说，目前湖南省产业结构仍是走“三二

一”排序路线。 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式分析判断，多

项指标表明，湖南处于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即大

致为人均 GDP1 200~2 400 美元（1980 年价）的第

3 时期。 也就是说，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应该居首位 [4]。 因

此， 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对能源的需求仍是一个

持续增长的过程。
3.2 从工业内部能源消费结构来看

目前，中部六省以煤炭、石油、炼焦、化工、黑

色金属、建材、电力为代表的高耗能行业能耗比重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明中部地区在工业内部

高耗能重工业占据主要份额。 在湖南省规模工业

39 个行业大类中，综合能源消费量超过 60 万 t 标

准煤以上的行业这七个行业全部都在其中。
3.3 从能源消费品构成来看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结构除湖北省水电消费比

重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使煤品燃料所占比重

减少外，其余五省能源品种结构均差于全国水平。
湖南省煤品燃料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 而石油

和天然气等清洁型能源的消费更是远远低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由于湖南省在水资源上比较充裕，所

以在水电方面的能源消费上所占的比重比较高，
有效地改善了本省的能源消费品结构， 但是在能

源利用率上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湖北省

依靠三峡水电大幅度降低了煤品燃料消耗比重[6]。
3.4 从单位 GDP 能耗来看

中部六省除了江西和安徽单位 GDP 能耗低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他四省都高于全国，但是其

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上都高于全国。 而湖南省

只有单位 GDP 电耗低于全国，其他的都比全国的

高一些，说明湖南省在能源利用上，经济结构和能

源结构上还不够合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 湖南省在能源消费上与中

部的其他地区仍存在差距， 特别是不合理的产业

结构，二产比重低于三产，要想顺利地完成湖南省

在中部地区的崛起， 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可避

免的。 那么，要增加二产的比重，对应的能源消费

也将增加。 另外，由于湖南省的工业基础薄弱，特

别是在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等行业的生产中，能

源消耗严重。 次外，由于湖南省在石油、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先天性短缺， 在能源消费结构上的比重

低于中部的其他省份。目前，湖南省的能源消耗总

量排中部第四，单位 GDP 能耗排第三，需要我们

尽快地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走能源

可持续发展道路。

4 存在的问题

4.1 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

湖南省正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

期， 能源消费强度较高。 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

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

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

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 2008 年，湖南省的经济

增长速度为 12.8 %， 而能源消费增长为 8.24 %，
经济发展仍然给能源供给带来了压力。
4.2 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能源产业发展

湖南省是一个能源缺乏的省份， 资源勘探相

对滞后，影响了能源生产能力的提高。 同时，湖南

省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煤炭主要集中在湘中、
湘南地区，娄底、郴州、衡阳、株洲、邵阳保有储量

25.88 亿 t，约占全省总量的 90 %。 目前，对于湖南

省仍是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来说，不

（下转第 57 页）

第 24 卷第 2 期 ·53·能 源 环 境 保 护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上接第 53 页）
均衡的分布，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且大量的

能源从外面调入将会对湖南省的交通运输造成很

大的压力。
4.3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

煤炭是湖南省的基础能源，富煤、缺油、乏气

的能源结构较难改变。 湖南省煤炭清洁利用水平

低，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多。 长期以来，湖南省经

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原煤等常规能源。 2008 年，
全社会能源消费中， 煤品燃料消费量占 80.1 %，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8 倍， 由于煤炭热值比石油

和天然气低很多，能源利用效率差，要实现等值的

能量， 必须消耗更多的煤炭资源， 节能降耗难度

大。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

压力[7]。
4.4 能源结构调整难度大

由于湖南省正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加速发展

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较快，水泥、钢铁、电力、有

色金属等高耗能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产品价

格上涨幅度较大，结构调整难度更大了。
4.5 能源技术相对落后

湖南省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

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可再生能源、清

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

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一些重大能

源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造水平还不高。
要实现“十一五”能源消费目标，湖南省在将

来的社会发展中应该做到： 增强全社会的节能意

识，把节约能源放在首位；加大对重点耗能企业节

能的监管力度，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依靠科技创

新，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优化产

业结构， 降低工业整体能耗水平； 大力发展新能

源，创造合理的能源消耗结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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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清洁生产是以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排放为目

的，以科学管理、技术进步为手段，达到保护人类

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目的 [11]。 清洁生产为火电厂有

效管理不仅开创了良好条件、开辟了崭新道路，而

且丰富和完善了火电厂管理思想， 还可以帮助火

电厂提高自身素质、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是火

电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保护战略。 清洁

生产的推行为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

希望， 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的环境管理体系也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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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火电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5

清洁生产企业 80≤P＜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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