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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危机缺乏敏锐察觉和有效防范，比危机本身更可怕。
本书拓展了能源安全的内涵，全面分析了全球能源格局和中国能源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综合比选多种
预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自回归方法（PCA-AR），建立了中国能源预警模型，提出了
中国能源预警指数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研究了加强能源运行调节和能源应急管理等政策措施。
    本书可供能源政策研究人员、能源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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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1.1 问题的提出预警，顾名思义，就是预先警告。
虽然预警思想古已有之，但预警概念的形成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预警飞机、预警雷达等军事预警
系统的启示。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预警是指对于某一经济系统未来的演化趋势进行预期性评价，以提前发现特定经
济系统未来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成因，为提前进行某项决策、实施某项防范措施和化解措施提供依
据。
需要指出，预警和预测有联系，也有显著区别。
预警与预测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根据历史数据和现状判断未来。
预警和预测的主要区别：一是在含义上，预测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料、估计、分析、
判断和推测；预警是指对事物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状态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为决策
者提供警情警源、分析警兆并发出预报警报。
二是在指标上，预测要求的指标比较全；而预警指标不一定全，重点是观察一些敏感性、先导性指标
。
三是在任务上，预测关键是测算预测值；预警关键是分析警情，尤其是对突发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
总之，预警不是一般情况的预测，而是特殊情况的预测；不是一般的预报，而是带有参与性的预报；
不是从正面分析，而是从反面解剖。
可以说，预警是更高层次的预测。
由于我国能源供需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且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能源预警比能源预测的任务更为紧迫
。
开展中国能源预警研究的关键是建立数学模型，对能源安全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和数量化
表达。
作为经济预警的一个分支，建立能源预警模型除了需要解决预警指标的系统性、灵敏性等问题外，还
面临一些特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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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能源预警模型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当前，我国能源供需总体上处于脆弱平衡状态，能源“瓶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对危机缺乏敏锐察觉和有效防范，比危机本身更可怕。
加强中国能源预警模型研究，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现实针对性的重大课题。
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具有累积性、突发性和连锁化特征。
建立能源预警模型，除了要解决预警指标的系统性、灵敏性等问题外，还面临着警情多发、警源复杂
、警兆滞后、信息不全等难题，这就必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基于此，《中国能源预警模型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预警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建立中国能
源预警模型涉及的重点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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