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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而由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温室气体引发
的气候变化则是中国在整个“战略机遇期”实现和平崛起的主要“环境政治”约束条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根据“真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已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
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同时，将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高到15％。
电力行业作为国內目前最大的集中排放“碳源”，推进电力节能减排意义重大。
然而，相比较于政策目标的设计和调整.国內学术界对电力节能减排的研究，理论储备不足，实现目标
的手段也不明晰。
朱四海博士的这本专著，从理论研究、制度设计、市场机制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电
力节能减排的整体解决方案和“政策组合”。
　　经过2003年以来的“井喷式”发展，特别是“厂网分开”的制度创新，由电源建设决定的电力生
产力已不是决定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一次能源的有效供给与环境保护上升为电力发展的主要矛盾。
就电力节能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化
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量；就电力减排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
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废（特别是C0，）的排放量。
正如作者所言，电力节能减排不能再延续过去“补丁式”的政策设计模式，需要一个基于发电能源构
成优化：能源转换效率改进、电能消费节约的.“整体式”制度安排，需要一份基于不同情况的“政策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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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研究了电力节能减排政策现状、电力节能减排制度设计、电力节能减排的市场机制以及电力
节能减排的政府服务，不仅提出了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主张，而且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本书可供电力行业相关人员使用，也可供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人员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节能减排政策解析>>

作者简介

朱四海，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供职于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E-mail：sihai2004@163．com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节能减排政策解析>>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能源宏观形势与节能减排  第一节  人类面临第三次能源结构转换    一、能源消费结构    
二、能源供应结构    三、能源结构转换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能源约束    一、总量约束    二、结
构约束    三、人口约束    四、环境约束  第三节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面临挑战    一、煤炭是中国能源主
力    二、国内挑战：大气污染    三、国际挑战：气候变化第二章  节能减排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一节  
节能减排历史回顾    一、“逼出来”的节能    二、“热出来”的减排    三、简要评论  第二节  节能的经
济学基础    一、能源可获得性与节能    二、节能的基本途径    三、节能目标  第三节  减排的经济学基础
   一、经济发展与排放    二、减排的基本途径    三、低碳经济第三章  电力节能减排政策回顾  第一节  
电力与节能减排    一、发电能源选择    二、电能消费    三、电力服务  第二节  电力节能降耗政策分析    
一、短缺时期的电力节能政策(1980～1998年)    二、过渡时期的电力节能政策(1998～2002年)    三、资
源环境约束下的电力节能政策(2002年以后)    四、电力节能政策分析  第三节  燃煤电厂烟气治理政策分
析    一、命令-控制体系    二、管制的补充：市场机制    三、合理搭配管制与市场机制第四章  电力节能
减排制度设计  第一节  制度安排    一、电力节能减排的制度工具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分工    三、实施
机制  第二节  电力结构调整    一、问题分析    二、动力机制    三、绿色电力    四、政府监管  第三节  节
能发电调度    一、发电调度    二、节能发电调度改变了什么    三、实物标准的价值基础    四、实施机制
 第四节  排放空间管理    一、管理现状    二、管理排放空间    三、排放空间资源化第五章  电力节能减
排的市场机制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    一、电力市场化    二、市场化的制度基础    三、电力节能
减排市场设计  第二节  节能的市场工具    一、合同能源管理    二、能效电厂    三、绿色电力证书  第三
节  节能价格杠杆    一、节能电价体系    二、节能电价的市场主权    三、电价改革的部分市场化路径  第
四节  差别电价    一、差别电价政策回顾    二、福建省差别电价的政策实践    三、差别电价对节能减排
的贡献实证分析    四、差别电价政策优化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五节  污染物减排的市场实现    
一、烟气治理成本分析    二、脱硫脱硝的市场实现    三、解决煤电转化碳排放问题的市场途径第六章  
电力节能减排的政府服务  第一节  电力行政与节能减排    一、电力行政制度变迁    二、电力行业管理    
三、电力行政能力建设  第二节  市场基础设施服务    一、电力市场化立法    二、节能减排公共政策    三
、市场建设的政府服务  第三节  产业链管理    一、电力产业链的“堰塞湖”现象    二、产业链行政管
理    三、电煤供应链管理  第四节  市场监管    一、电力市场监管    二、电力监管的微观基础    三、电力
节能减排政府监管第七章  结束语  一、主要结论  二、几点讨论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节能减排政策解析>>

章节摘录

　　2.能源强度降低20％面临挑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号角下，GDP不断增长势不
可挡。
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两点：　　（1）能源消费总量
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人们用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即能源强度）来表征这一关系。
　　（2）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用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
（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来表征这一关系。
　　能源强度反映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决定能源强度的变量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能源
结构、管理体制、现代化程度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所处地球纬度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低能源强度阶段。
发生在工业化以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生产、生活用商品能源消耗很少，能源强度很低。
　　（2）第二阶段：能源强度上升阶段。
发生在工业化前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密集型工业，由于技术水平、能源结构、产业政策的约束
，能源效率较低，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增加，能源强度上升。
　　（3）第三阶段：能源强度下降阶段。
发生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转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趋向高度化、优质化，能
源强度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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