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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变化日益严重! 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探讨工业碳减排意义重大% 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4567

&

的加和分解法建立了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 从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经济产出和从业人口

规模等
"

个方面对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有

着较强的负效应! 经济产出' 从业人口规模有强的正效应! 能源结构表现出不显著的正效应% 安徽工业行业中!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及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五大高能源强度是影响安徽省工业碳排放的最主要行业% 为降低碳排放!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降低能源强度! 调整产业结构及减少五大行业的比重的政策建议%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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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气候变化日益严重! 保护环境" 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已刻不容缓#

!&&'

年! 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 的要求# 全球减

缓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其中主要是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 安徽省正从农

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变! 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越来越大# 在安徽省产业结构中! 工业能源消耗比例大!

产值偏低!

!&&&!!&#!

年间工业国内生产总值&

()*

'

+" ',"-!$

亿元! 占安徽省
!&&&!!&#!

年全部国内生

产总值的
+&-+&.

! 而能源消耗总量
', ,%!-/#

万
0

标准煤! 占消耗总能源的
'/-&#.

! 面临着严峻的节能

减排压力( 通过研究安徽省工业能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探讨影响安徽省工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提出

政策促进安徽省工业碳减排! 对安徽省完成碳减排目标! 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文献回顾

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区域差异)

#!1

*

+ 时空特征差异)

+!$

*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 碳排

放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法! 它最早由
2343

提出! 亦称
2343

公式)

,

*

( 指数分解法又可分为

536784986

指数法" 简单平均分解法&

:;)

'和自适应权重分解法&

;<)

'(

536784986

指数是以基期的数量

指标作为权重的加权综合指数(

=>3?@

)

'

*应用
536784986

指数法分析了中国
!&

世纪
/&

年代工业部门能源

强度下降的原因)

'

*

(

ABC>C?

等)

%

*运用该方法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分析! 指出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因素是能源强度" 各能源的排放系数和经济结构(

(C?D3E8D

等)

/

*对墨西哥的工

业碳排放进行分析! 发现能源强度" 工业结构和发电用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涂

正革)

#&

*对中国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进行分析! 指出能源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的减少不显著! 技术进步才

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 简单平均分解法采用始年和末年相应参数的均值作为因子权重! 依据均值计

算方法的不同而解法不同! 其中! 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5F)G

'运用最广泛( 徐成龙等 )

HH

*运用
5F)G

方

法对山东省碳排放进行了分析! 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邓吉祥等)

H!

*运用该方法分析出

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中国碳排放有正影响! 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有负影响! 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

影响是波动性的( 自适应权重分解法是一个先求微分再求积分的过程! 求解各单项积分作为碳排放各因

子变化率的权重(

:I>J7789

等)

H1

*对
H1

个国际能源署&

GA;

'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 认为能

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影响较大! 产出结构和排放系数的影响较小( 运用适应性加权迪氏分解

法&

;<)

'对
H/%"!!""1

年的碳排放强度分析表明, 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能源强度的下降!

能源结构变化也有较大影响)

H+

*

(

目前! 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 对碳排放的研究虽已比较成熟!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研究中使用的

能源种类较少! 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局限在产出规模"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等

方面! 未能全面地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

模型和数据来源

将选取工业行业常用的
H"

种能源! 从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经济产出" 从业人口规模

等因素出发! 运用
2343

恒等式的变式! 实证研究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情况(

!"#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2343

恒等式是目前分析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主流分析方法! 表达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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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 一次能源的消耗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和总

人口(

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认为,

!

能源强度体现着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影响碳排放! 技术进

步! 能源强度下降! 碳排放量降低! 解释为能源强度效应(

"

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使单位
()*

碳排放下

降! 解释为产业结构效应(

#

能源结构越丰富! 碳排放量越少! 解释为能源结构效应(

$

经济产出提升

对应着碳排放量的增加! 解释为经济产出效应(

%

从业人口数量及其活动与碳排放量间具有正相关性!

解释为人口规模效应( 基于此! 为了分析工业各行业分能源种类的碳排放! 将
2343

恒等式改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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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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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许亚斌等!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及低碳政策选择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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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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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碳排放总量%

!

"#

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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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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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源消耗的碳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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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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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消耗第
#

种能源量%

$

"

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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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总能源消耗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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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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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生产总值%

%

$%&

表示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

&

表示从业人口规模& 进一步可将式#

"

$分解为碳排放因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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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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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

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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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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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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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业人口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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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

采用
()%*

加和分解法' 对于式#

"

$' 通过设基期碳排放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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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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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碳排放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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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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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碳

排放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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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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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碳排放的总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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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工业分为
#+

个行业' 鉴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年际间统计口径不统一' 将塑料制品业和橡胶制

品业合为橡胶塑料制品业% 把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及汽车制造业合为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剔除开采辅助活动行业' 因只统计
8 9

且仅消耗
88 :

汽油' 最终将安徽省工业划分为
!3

个行业& 分行业能源消耗量, 产值, 从业人口数量均来自于
"++8$"+8!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其中产值

以
"+++

年为基期按不变价进行了调整/表
8

$0 统计年鉴显示! 工业消耗的主要能源有原煤, 洗精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石油气和天然气
8+

种/表
"

$& 其中! 原煤, 洗精煤, 焦炭

属于煤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石油气属于石油' 故在表
8

中列出了三大能源的消耗比

例& 为统一口径' 将各类能源消耗量数据统一折算为万
:

标准煤& 各类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和碳排

放系数/表
!

$&

!

安徽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式/

!

$

;

式/

6

$分别计算出安徽省规模以上
!3

个工业行业碳排放的能源强度效应, 产业结构效

应, 能源结构效应, 经济产出效应, 从业人口规模效应和总效应/表
#

$& 表
#

中的各效应值的正数表示

能源的使用增加, 产业结构的调整, 能源结构的调整, 经济产出的增加, 从业人口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

的增加% 负数反之&

#"$

能源强度效应

安徽省规模以上行业的能源强度效应整体上为负值' 除
"++8

年和
"++!

年因能源强度导致的碳排放

比上年增加外' 其他年份的碳排放量均减少' 这表明了从
"++!

年以来' 整体上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

业的效率提升了& 研究发现!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受与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表
2

$这五大

高能源强度行业/以下称五大行业$的影响较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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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种能源消耗所占比例

'()*+ ! ,-+./0 12-3456782- 6+.1+-7 29 :-;48 <.2=8-1+ 8- !"""!!">!

年份
能源消耗所占比例

?@

原煤 洗精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 ABC%D >&E## AE%B #FE%! &E>B &E&& &ED$ &EB$ &E&& &E&&

!&&> AGEF> >&EFD %EBG >&E>F &E>% &E&> &E$! &EB! &E&& &E&&

!&&! B&EB> GE$D BEDG >&EGB &E>% &E&> &EDF &EA% &E&& &E&&

!&&F B!E%B %EG! BEFF GE$$ &E>G &E&F &EDB &EAD &E&& &E&&

!&&D B!E!F GE&F %E&% GE$% &E>! &E&> &EDD &E$& &E&& &E&&

!&&$ BDE!G %ED$ BEAF %EA$ &E>> &E&> &ED$ &ED> &E&& &E&&

!&&A BDE!! %E!A %E>& %E$> &E>D &E&> &ED$ &EF> &E&& &E&&

!&&B BFEGB GE!G %EAG BEFB &E>& &E&> &ED& &E>% &E&& &E&&

!&&% B$EFD >&E&F %E&$ $EGF &E>& &E&> &EFG &E>A &E&& &E&&

!&&G BBED> GE!& BE>$ $EA$ &E&% &E&> &EFB &E>F &E&& &E&&

!&>& BBEBA GE>> BE&$ $EDG &E&G &E&> &EFG &E&& &E&D &E&A

!&>> BGE>$ %E$> AEB> $E>& &E&B &E&> &EFA &E&& &E&F &E&B

!&>! %&E!D %E!F AEAA DEF! &E&% &E&& &EF% &E&& &E&> &E&B

表
"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及碳排放系数

'()*+ " H2+99818+-7 29 12-=+.78-/ 8-72 37(-I(.I 12(* (-I 1(.)2- +583382-3 29 I899+.+-7 +-+./0

能源 折算单位 折算系数 碳排放系数 能源 折算单位 折算系数 碳排放系数

原煤
71+

!

7

!>

&EB>D F &EB$$ G

煤油
71+

!

7

!>

>EDB> D &E$B> D

洗精煤
71+

!

7

!>

&EG&& & &EB$$ G

柴油
71+

!

7

!>

>ED$B & &E$G! >

焦炭
71+

!

7

!>

&EGB> D &E%$$ &

燃料油
71+

!

7

!>

>ED!% A &EA>% $

原油
71+

!

7

!>

>ED!% A &E$%$ B

石油气
71+

!

7

!>

&EA>% $ &E$&D !

汽油
71+

!

7

!>

>EDB> D &E$$F %

天然气
71+

!

7

!F

>EFF& & &EDD% F

说明"

71+

指吨标准煤当量# 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和$

!&&A

年
J<HH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 五大行业的能源强度的变化直接决定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能源消耗碳

排放的变化# 图
>

反映了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与五大行业碳排放的能源强度效应非常相似# 从图
!

表
#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耗量! 人数!

%&'

以及碳排放量

'()*+ > ,-+./0 12-3456782-K +56*20+I 6264*(782-K LM< (-I 1(.)2- +583382- 29 7;+ ()2=+ 31(*+ 8-I437.8(* 8-I437.8+3 8- :-;48 <.2=8-1+ 8-

!"""!!">!

年份 从业人数
?

万人
LM<?

亿元
HN

!

排放量

'标准煤(

?

万
7

!&&& F &>BE! %DE%> $D&EF& >$E>G &E&& &E&& >A!E> > A$%E> B B%AE!

!&&> F $GFEG %%EDD DAGEG& >>E$A &E&& &E&& >DGE! > %!$E& % %&%E>

!&&! F $!!EA %BEBD DG!E!& >!E!A &E&& &E&& >D%EG ! >$!EA % AABE$

!&&F D DA$E$ %GE>! $DDEG& >&E%% &E&& &E&& >DGE& ! $D&EG >& B>$E%

!&&D $ A>$EG %GEFD AB&E&& >&EAA &E&& &E&& >$$EA F $A>E$ >F DB$E%

!&&$ A >%BE% G&EFB A$GED& GEAF &E&& &E&& >$$E! D B&AEG >D $DGE%

!&&A A BBFEB G&E$G B&FEA& GED> &E&& &E&& >ADE% $ G!BEF >$ %GDE>

!&&B % &F>E& G>EG$ B&FE$& %E&$ &E&& &E&& >B%E! B AF$E% >% $!%EA

!&&% G $GAE% GFED> ABAE$& AE$G &E&& &E&& !>&E% >> &ABE$ !> $G%EG

!&&G >& BAGE& GFEBA B>AEB& AE!D &E&& &E&& !F!E> >D !AAED !F G$$ED

!&>& >> AA$EG GFEGF BDBE!& AE&! BEF& &E&A !ADEG >% &&$E! !$ GG%ED

!&>> >! BG&E$& GDEFA B$$E&A $E$B %E%F &E&B !A%ED !$ !AFEF !% !F$EB

!&>! >F !$!EA! G$E>F AABEB% DEBG GEGA &E&B !G%EG F& >$DE> !% %%AED

煤炭'标准煤(

数量
?

万
7

比例
?O

石油'标准煤(

数量
?

万
7

比例
?@

天然气'标准煤(

数量
?

万
7

比例
?@

说明" 煤炭包含了原煤) 洗精煤) 焦炭& 石油包含了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

LM<

以
!"""

年的不

变价格为基准#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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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间五大行业能源强度

$%&'( ! )*(+,- .*/(*0./- 12 2.3( .*450/+.(0 .* "666""67"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 能源强度!标准煤"

8

!

/

#万元"7

" 规模以上工业行业 能源强度!标准煤"

8

!

/

#万元"7

"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

表
%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的因素分解结果

$%&'( # >(05'/0 1* 2%?/1+ 4(?1@A10./.1* 12 ?%+&1* (@.00.1* 12 /B( %&13( 0?%'( .*450/+.%' .*450/+.(0 .* C*B5. D+13.*?( .* "666""67"

年度
规模工业二氧化碳!

EF

"

"排放
8

万
/

能源强度效应 产业结构效应 能源结构效应 经济产出效应 从业人口规模效应 总效应

"666""667 ;=:=< =!:9< <G":;" 7G:=6 "G:<9 G<#:6=

"667""66" "7 #7=:"# "7!6:96 "6:<; 7 #99:6" "7=:=G "777:7;

"66"""66! #7":97 #9:"9 "7G:<7 7 9;6:!= 9:7; " 6!#:=6

"66!""66# "" ;"!:!9 7 <6<:96 7G:9! ! 9!9:G9 9"6:!9 " =9=:GG

"66#""669 "" <G6:;! "7"":#7 "7;:G6 ! ;!#:!9 "!9:G7 7 6=9:#7

"669""66< "GG<:<7 "7 "<!:!9 "#:9= " 9G<:#7 ;77:7; 7 !#!:6G

"66<""66= "9!;:#7 "7 7<":99 "7#6:;6 " ;;":=9 7 !!9:"= " #G9:7<

"66=""66G "< G!!:=! " #=":;6 79:=; # 69=:"6 ! !9!:=; ! 6<9:;<

"66G""66; "7 #6=:6# "7 ;<=:7" "7":9! ! 9G":<6 " 7G6:G# " !=<:=#

"66;""676 "7 ";G:7# "" #!<:#7 "7"<:!7 " #;<:7! ! "G!:G9 7 ;7;:77

"676""677 "# #;":;9 "" #77:=9 """:G< G G7=:#9 !9#:<7 " "##:96

"677""67" "" ;;=:#7 "7 !=;:9G ""6:#= 7 ;=G:#G ! 6=6:9! <97:99

说明% 根据
"667""67!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经整理$ 计算而得(

图
7 "666""67"

年安徽省碳排放能源强度效应

H.,5+( 7 )*(+,- .*/(*0./- 12 ?%+&1* (@.00.1* 12 C*B5. D+13.*?(

.* "666""67"

图
" "666""67"

年安徽省不同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H.,5+( " E%+&1* 4.1I.4( (@.00.1* 12 4.22(+(*/ .*450/+.(0 12 C*B5.

D+13.*?( .* "666""67"

许亚斌等%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及低碳政策选择

可看出五大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了所有行业总排放量的极大份额)

这进一步表明* 五大行业能源强度决定了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的能源效应* 规模以上工

业行业能源强度的下降与五大行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大行业的能源强度从
"666

年开

始*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从
"666

年的
<:;; /?(

#万元"7下降到
"67"

年的
7:=G; /?(

#万元"7

* 虽下降不少*

但还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高于国家工业
7:"#; /?(

#万元"7的平均水准* 有待改进) 降低五大行业

的能源强度* 使得工业碳减排有着较大的潜力)

'("

产业结构效应

从图
!

看出%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业结构效应有正有负* 除了
"667

年*

"66!

年*

"66#

年和

"66G

年因产业结构导致的碳排放量增加外* 其他年份均减少* 这主要是由于
"666

年开始安徽实施产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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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大调整导致碳排放量的迅速下降! 通过分析" 产业结构效应的变化与五大行业有很强的关系! 五

大行业在
!&&&!!&#!

年间能源消耗总量占
%'($)*

" 其产值只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

!

!&#!

年五大行业能源消耗量占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总能源消耗的
'#('&*

" 而产值占比下降到
!+(+$*

! 由

于五大行业的高消耗低产值" 对安徽省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变化有着较大的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五大行业和非五大行业的产业结构效应#图
,

$可以发现% 五大行业碳排放产业结构效

应和总体的产业结构效应基本一致&

!&&&!!&-!

年" 五大行业的能源消耗量占工业行业消耗总量的

'-('&*

左右" 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更加表明五大行业是促使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的主要

行业" 对五大行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控制就基本上控制了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的总量" 若要降低安

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量的增长" 应逐步降低五大行业在工业行业中的比重" 大力发展其他低能源强

度的行业" 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且减少碳排放&

!"!

能源结构效应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的能源结构效应整体上为负" 除
!&&-

年'

!&&+

年和
!&&%

年增加外"

其他年均减少" 另外除
!&&-

年的效应值较大外" 另外两年的值增加量都较小" 这表明
!&&-

年以来" 安

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的能源结构有改善趋势" 从
!&&'

年后停止使用燃料油" 用液化石油气代替" 碳排放

出现下降趋势" 尤其是自
!&-&

年引入天然气后" 碳排放下降明显(表
!

$& 但清洁能源的使用仍然偏低"

!&-!

年天然气仅占总能源的
&(&)*

& 能源结构可调整比例较大" 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

!"#

经济产出效应

能源作为经济生产最基本的要素" 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支撑作用&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 经

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 碳排放量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从表
!

可以看出%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产出效应一直为正值" 这表明碳排放量的逐年增加与安徽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有关"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在这期间一直处于高速的增长状态"

经济的高速增长直接导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的增加& 但不能仅仅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数量" 还

应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 注重环境效益" 保持两者同时增长& 从能源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中可知"

五大行业都是高能源强度行业"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 而产值较小& 所以"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可改进技术以降低能源强度" 优化工业行业结构" 限制高碳低产值行业发展&

!"$

从业人口规模效应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的贡献从
!&&,

年开始一直是正值" 这表明安徽省

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口规模的增加导致碳排放量的逐年增加& 原因在于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劳动力密集

型行业较多" 这些行业的扩张导致从业人口规模的增加" 这促使能源消耗量的增加& 此外" 随着从业人

口的增加" 需求呈增长趋势" 这会增加对能源的消耗量" 进而增加碳排放& 因此" 应加大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发展" 集约性经营" 减少碳排放量&

从总效应来看" 除了
!&&!

年碳排放比上年略微下降" 其余年份都较上年均有所增加&

!&&!

年安徽

省规模以上工业碳排放之所以较上年下降& 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 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下降) 其二" 工业

产业结构进行了改变) 其三" 工业能源的消耗结构有一定改善& 从图
+

可以看出% 该期间产业结构的改

善和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超过了从业人口规模和工业经济产出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 其

他年份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经济产出效应超越了其他效应&

+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 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对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的贡献率为负值" 与

碳排放成反比关系" 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 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整体贡献率为
!-!&($)*

" 为主要的

抑制因素) 产业结构的整体贡献率为
!,!(!+*

" 抑制作用小& 经济产出' 从业人口的规模和能源结构对

碳排放的贡献率为正" 与碳排放成正比关系" 对碳排放具有驱动作用& 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经济产

出" 其对碳排放的整体贡献率为
-)%('&*

) 其次是从业人口的规模" 整体贡献率为
)!(!-*

) 最后是能

源结构" 整体贡献率为
-(.'*

&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五大

行业& 五大行业是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的能源消耗大户" 也是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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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安徽省分行业产业结构效应

&'()*+ ! ,-.)/0*1 /0*)20)*+ +33+20 43 25*64- +7'//'4- 43 .'33+*+-0

'-.)/0*'+/ 43 8-9)' :*4;'-2+ '- "$$$!"$%"

图
#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

因素分解

&'()*+ # <+247=4/'0'4- 43 25*64- +7'//'4- 35204*/ 43 09+ 564;+ /25>+

'-.)/0*'5> '-.)/0*'+/ 43 8-9)' :*4;'-2+ '- "$$$!"$%"

许亚斌等!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及低碳政策选择

主要行业# 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开发新能源% 改善能源结构$ 目前% 安徽省工业化石能源消耗占比较高% 清洁能源使用较

少$ 安徽煤矿资源丰富% 火力发电较多% 风电& 核电较少% 全省仅有滁州的一处风电站$ 因此% 政府部

门可鼓励使用清洁能源的企业% 对核电& 水电& 风电及太阳能项目实行政策引导% 积极推进生物质能开

发% 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 同时加大财政对新能源使用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二% 技术创新% 降低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体现着能源的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

于技术的进步$ 政府应鼓励企业对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通过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推动能源转换及利用

等环节上的创新% 加大投资先进节能技术% 降低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能源利用率' 另外% 加快生产

技术的改进% 更快实现产业升级% 提高单位能源产量$ 同时% 这一系列措施需要法律& 规章& 制度的激

励和保障$

第三% 淘汰高能耗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 五大行业在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能源消耗中占的比重

较大%

"$$$!"$%"

年间能源消耗总量占到了
?@ABCD

$ 鉴于五大行业都是能源密集型产业% 一方面政府要

降低五大行业的比重' 另一方面要加快技术进步% 实现五大行业产品转型升级% 减少五大行业的能源消

耗% 降低能源强度$ 另外% 对于其他行业% 政府要淘汰一些高能耗% 低产值的产业%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同时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引导节能产业发展%

引进五大行业及其他高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和新工艺$

第四% 转型升级% 注重经济质量产出$ 鉴于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产出% 更应对此做出改

进$ 在经济转变中% 不仅要重视量的增长% 更应重视质的提高$ 对一些高产出% 但碳排放较高的行业进

行技术优化% 加快这些行业的转型升级' 对低产出& 高碳排放的五大行业进行碳排放控制% 同时进行技

术升级% 使安徽省工业经济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第五% 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比例% 提倡低碳集约生产$ 安徽省劳动密集型行业较多% 过多的从业人

口的能源消耗导致了过多的碳排放$ 政府一方面引导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成技术密集型行业% 同时% 引

导从业人员转移到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要提倡低碳消耗的理念% 引导从业人员走低碳& 环保的能源消耗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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