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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系列著作的出版，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科建设的一件大事
。
在&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系列著作即将出版之际，作为本学科的校内负责人作一总序，以向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作一汇报。
　　为什么要出版&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系列著作呢？
原因有三：一是&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科学研究的需要。
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研究总结其规律使资源得以最优利用，是我国经济与管理中的重要
现实问题。
二是&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学科发展的需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致力于将这一学科打造成一流学科，这就需要众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以推动
学科发展。
三是培养人才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招收该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越来越多，国内这一方面的著述还不
多，而&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系列著作的出版能为学生提供参考材料。
　　总序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明确&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的研究对象和内涵；第二，回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ldquo;资源经济与管理&rdquo;研究发展的阶段及演变情况；第三，介绍本系
列著作成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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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我国是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
的国家。
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煤炭储藏只有51.3％，石油更少，只有11.3％，天然气严重缺乏，才3.8％。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ldquo;环境可持续指数&rdquo;评价中，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
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
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却以一种&ldquo;高消耗&rdquo;的粗放方式进行。
2007年我国平均每万元GDP能源消耗是1.16吨标准煤，尽管根据2009年1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结果，上述指标在2008年下降了5.20％，但比世界先进水平仍高出4倍以上。
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2003～2005年之间连续三年超过了1.0，2006年和]2007年有所回落，但也分别
达到了0.87和066，处于较高的水平。
就是说，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在对资源和生态环境过度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
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我国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水平，意味着2000～20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要增长7.2％，但从长时间看，我国能源总产量多年平均最多只能增长4％左右。
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面对能源的短缺，我们既要&ldquo;开源&rdquo;，又要&ldquo;节流&rdquo;；既要通过勘探、开采
等手段，努力增加能源的供给，又要通过能源使用的节约，减少对能源的消耗，降低对能源的需求。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工作，1997年11月颁布、2007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提出&ldquo;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rdquo;。
在2004年6月通过的《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节约能源
放在首位，实行全面、严格的节约能源制度和措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005年发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将节能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布局当中。
2006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又进一步提出了&ldquo;十一
五&rdquo;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要求。
2007年12月正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将能源节约作为专
门的一章，提出&ldquo;将能源节约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制定并实施节能政策措施，培育
节能市场，推动全社会节能&rdquo;。
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ldquo;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rdquo;。
　　相比增加能源的供给，在我国，节能具有更大的潜力。
节能的潜力能否充分挖掘出来，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成为事关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的问题。
可以说，节能在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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