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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湖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 给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湖南省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阐述

了湖南能源供给和需求现状,分析了湖南省能源供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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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湖南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发

展必然导致对能源需求的增长, 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 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 /两型社会0, 又要求我

们要降低能耗。因此, 分析研究湖南省能源供需现状,寻找

解决能源瓶颈问题的方式, 这对解决经济发展与两型社会建

设间的矛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湖南能源资源状况及供应现状

(一 )湖南能源资源状况

1、煤炭。湖南煤炭年产量长期徘徊在 4000万吨左右,

煤炭人均可采储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28. 8% , 人均保有

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 /6 [1]。截至 2008年底, 湖南煤炭

资源保有储量 31. 81亿吨,经济基础储量为 19. 56亿吨。全

省人均煤炭资源量仅为 12. 89吨,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 5%。

湖南煤炭开发强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0倍以上, 后备资源

储量严重不足 [ 2]。

2、水能。湖南省属太平洋季风性气候区, 雨量丰沛, 河

网密布河流落差较大 ,故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全省水力蕴藏

量 1532. 45万千瓦, 湘、资、沅、澧四水为其主要河流,其中水

力蕴藏量分别占全省的 30. 7%、13. 1%、35. 1%、9. 9%。除

少数河流流入邻省的珠江、赣江和直接流入长江干流外, 均

属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全省水力蕴藏量中,可开发利用的

为 1083. 84万千瓦,占全省水力蕴藏量的 70. 7% , 其中湘江

流域占全省可开发量的 29. 4% ; 资水流域占 13. 6% ;沅江流

域占 42. 5% ; 澧水流域占 12. 7%。降水量年内、年际分配不

均匀, 4~ 6月降水量占全年的一半, 大水年降水量常为小水

年的 2~ 3倍 [ 3], 水力发电能力不稳定。

3、石油和天然气。目前省内尚未发现可供开采的石油

和天然气, 全部需从外部调入。

4、生物质能。湖南省生物质能潜力很大。据统计, 2007

年全省利用的生物质能源总量约为 3100万吨标准煤。截至

2008年底,湖南省农村累计共有沼气池 189. 4万个、各类沼

气工程 8367个、污水净化沼气池 1735个、秸杆发酵沼气池

2763个。共生产优质沼气能源 90541. 77万立方米、秸杆气

化煤气 223. 41万立方米 [ 4]。但是受技术、土地、成本等条件

的制约,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

5、新型能源。

( 1)太阳能: 湖南地处亚热带, 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

全年日照数为 1400 ~ 2200小时, 年热辐射为 885. 3 @ 1015

千焦 [ 5] ,年太阳能总储量约为 1. 25万亿千瓦 [6]。同时,湖南

是中国最早研究和应用太阳能的省份之一, 部分太阳能光伏

产业核心技术装备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80%以上。

( 2)风能:湖南省境内风能资源总储量较丰富, 根据湖

南省 97个常规气象台站 1971~ 2000年观测资料计算,湖南

省境内 10米高度处风能资源总储量约为 5720万千瓦, 技术

可开发量为 95万千瓦 [ 7]。 2008年, 湖南省风力发电共计

2720万千瓦时; 2010年 1月 3日,湖南省第一个风电场 ) ) )

仰天湖风电场第一台风机并网发电。投产后每年可发电约

为 7000万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每年节约标准

煤约为 2. 19万吨。减少约 7. 7万吨二氧化碳、0. 08万吨二

氧化硫、0. 5万吨粉尘的排放量 [ 4]。

( 3)核能:对于煤炭储量少, 水电开发程度高的湖南省

来说, 要解决其能源瓶颈问题, 开发核电是最好的选择。

2006年,国家正式把湖南列为优先启动核电发展的内陆省

份之一。 2008年 5月 21日,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成立,

湖南桃花江核电站成为我国内陆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 目前

正在建设当中。一旦其 4台 AP1000核电机组建成后, 年发



电量将相当于目前湖南省全年总发电量的五分之一。

(二 )湖南能源生产供应现状

1、受环境因素影响能源生产供应偏紧

湖南水电、火电各占半壁江山, 火电比重略高于水电。

2009年下半年持续干旱,火电对煤炭需求增强。 2009年 10

月初以来, 湖南省内主要产煤区郴州、娄底都因矿难事故对

煤矿进行停产整顿, 导致 10月份湖南省内产煤量只有 100

多万吨, 不足往年同期产量的一半。湖南每年产煤量为

6100万吨左右,其中每年调往广东近两千万吨, 再从山西等

国内产煤大省调入两三千万吨。 2009年因山西煤矿整合,

北方煤炭调入量减少 ,短期内较难缓解供应偏紧局面。

2、一次能源品种单一。湖南省能源消费过度依赖煤炭。

2007年,湖南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已达 42. 75% , 预计 2010

年缺口总量将达到 5500万吨标准煤以上, 对外依存度将达

45%左右 [8]。

3、能源投资持续增长。近几年, 随着能源体制改革的深

化, 能源领域的市场化不断加快, 能源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

多元化, 投资渠道不断拓宽, 投资总量也稳步增长。从 2006

年至 2008年共投入 305. 85亿元, 相当于 /十五0期间的两

倍。 2008年,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严重影响正常进度的情

况下, 完成投资 132. 9亿元, 同比增长 45. 9亿元 [ 9]。

4、能源发展水平较低。据统计, 2008年, 湖南人均能源

生产量为 0. 88吨标准煤, 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 人均发电量

1320. 96千瓦小时,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6]。湖南能源生产

以煤为主, 油气尚缺, 核电等优质能源发展严重不足。能源

行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能源生产的

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二  湖南能源消费现状

(一 )能源消费增长较快。 2007年 ,湖南省能源消费总

量为 10796. 51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9. 29% [ 8]。煤品燃料

7686. 75万吨标准煤, 同比增长 8. 33% ; 油品燃料 1470. 01

万吨标准煤, 同比增长 11. 56%。

(二 )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 2008年, 煤品燃料消费

总量达 8240. 98万吨标准煤, 占全社会消费量的 72. 57% [ 6]。

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引起了大气污染和温室效

应, 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

(三 )工业是能耗的主要部门。 2008年, 湖南第一产业

的能源消费量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 71. 45%。工业耗能占

全社会消费总量的 70. 26% [ 6]。

(四 )能耗水平仍然较高。从 GDP综合能耗来看, 湖南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8年湖南能耗水平是广东的 1. 71

倍, 是江苏的 1. 53倍 [ 6]。

三  湖南能源供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能源需求激增, 湖南能源

生产虽有增长, 却无法弥补需求缺口。

当前, 湖南省能源供需矛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

(一 )能源缺口逐步扩大。 2008年 ,湖南能源供需缺口

量高达 5083万吨标准煤, 净外购电力 76. 57亿千瓦时, 净调

入煤炭 4017. 35万吨,调入石油 930. 50万吨,输入天然气 8.

23亿立方米 [ 6]。

(二 )经济高速增长造成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经济

发展过热导致能源消费需求急剧增长。湖南省 2005年以来

GDP年均增长保持在 11%以上, 2008年 GDP首次突破万亿

元人民币大关, 达到 11156. 64亿元, GDP增速 12. 8% , 居全

国第九位。2009年湖南 GDP12930. 69亿元,增长 13. 6% , 经

济的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的投资, 由此导致高耗能产业迅速

扩张,带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另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

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汽车越来越普及,煤气、天然气也被

家庭广泛使用,加剧了能源供求矛盾。

(三 )结构性供需失衡

1、地域性、时段性供需结构失衡。湖南省经济最为活跃

的地区是东部、北部, 但也是能源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 同

时,湘南、湘西经济较为落后,但资源相对丰富。并且湖南省

能源依赖外部调入程度大, 能源调入地集中于西方和北方,

然而,能源输送渠道较窄 ,运输距离较长, 铁路货物运输能力

不足,严重制约省外资源的调入 [ 8]。特别在冰冻雨雪灾害等

特殊时期,区域性和时段性的运输状况更加紧张。

另外,湖南省火电和水电各占半壁江山, 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与城镇布局不相匹配,是造成区域性和时段性失衡

的另一原因。首先,年际差异较大, 年内分布不均。受季风

气候的影响,湖南的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年内降水主要

集中在汛期 ( 4月 ~ 9月 ), 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62. 9% , 同

期径流量占全年的 59. 4%。其次, 水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

均。湖南省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51. 2% , 山区耕地面

积较少,但为降雨高值区 ,水资源非常丰富; 而丘岗地区和平

原地区耕地成片,却属降水低值区, 水资源较缺乏。湖南两

个降水低值区 ) ) ) 湘北洞庭湖区、衡邵丘陵区 ) ) ) 却是全省

城镇人口最集中、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2、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能源需求旺盛

目前,在湖南省工业能源消费中,水泥、钢铁、电力、有色

金属等高耗能产品的能源消费高达 80. 13% [ 8]。所以, 工业

能耗是湖南省能源需求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

3、能源消费结构有待改善

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煤炭为主, 而高效能源如天然

气和液化石油气的消费比重不高。这种能源消费结构导致

能源转换效率较低,且对环境污染较大,亟待改善。

四  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对策

(一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基础能源供应

1、加大煤炭开发力度。煤炭消费占湖南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太大,因此 , 加大煤炭资源勘探力度, 增加生产供应能

力,对现有煤矿资源进行整合,稳步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

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鼓励洁净煤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探索煤

炭的多种经营方式,是保障湖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2、改善能源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管制度, 鼓励

多种经济成分进入能源市场, 打破行业垄断, 推动能源市场

化改革;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

健康发展的能源管理新体制; 建立合理的能源价格体制,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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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对具有垄断特征的能源产品,

要实行合理有效的价格管制, 并以市场的可接受程度作为价

格管制的主要依据, 建立完善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方法

为辅的能源价格宏观调控体系。

(二 )大力发展新兴能源

要创新新能源发展政策, 建立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支

持资源勘察、技术研发和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新能源行业的

发展需要先进技术、专业人才和雄厚资金,应学习和借鉴国

外的成功经验, 多途径、多方式引进技术、人才和资金,出台

优惠政策, 吸引国内外新能源企业投资; 要推广太阳能热利

用、沼气等成熟技术,积极推进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和太阳能

发电等技术开发; 提倡在一切可以利用新能源的生产、生活

领域尽量利用洁净的新能源, 逐步实现新能源与常规能源并

举发展的多元化能源结构。

(三 )积极发展核电产业

发展核电是从根本上解决湖南能源紧缺问题的最佳途

径。湖南水电开发已达到 90%的开发比, 进一步开发的潜

力不大。火电开发需要大量煤炭, 受到运力限制, 进一步发

展的空间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加快发展核电是解决湖南

能源问题的最佳选择。湖南早在 1955年就设立了核工业专

门机构, 建有四个铀矿及天然铀提炼厂, 先后向国家提交各

种类型的轴矿床 86个, 已探明的铀矿占全国已探明铀矿储

量的 1 /4以上 [10]。另外, 湖南省在多方面符合 /地质稳定、

水源充足、交通便利、环境安全 0的核电站选址的严格客观条

件: 湖南地质构造可靠, 地震风险小, 核电设施安全有保障;

湖南地处全国交通中枢, 铁路、公路、航运等线路都极其便

利; 湖南气象稳定,不会对核电设施构成安全威胁。发展核

电可以带动就业,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同时, 发展核电必将

对改善环境、节约资源、促进和谐起到重要作用,将极大地促

进湖南省 /两型社会0的建设, 为湖南省经济引擎在全国经

济赛车道上实现 /弯道超车0加油助力。

(四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低碳产业的发展

湖南省要实现由工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农业

共同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方面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促

进节约型产业项目发展, 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

增长,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

低碳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和电子信息、新

材料、生物医药和环保新能源等成长性好、能耗低的产业群;

提高加工贸易准入门槛,优化产业链。

(五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最经济的途

径。目前,中国能源效率约为 30% ,低于发达国家 10多个百

分点,而湖南省的能源效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因此,

要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综合治理, 应用先进技术降低生产中

的能源消耗。充分利用经济杠杆,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

策、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 ;加强能源利用的系统化、科学化管

理,运用综合资源规划、能源审计、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管理

方法,合理调整工业部门结构,适时调整能源结构, 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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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ergy Supply Situation and Counterm easure in Hunan

SUN X iao- lin, ZOU Yang, WANG T ie- li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As the econom ies deve lop ing rapidly in H unan, the dem and fo r energy is increasing. Th is situa tion brought new cha-l

lenges toH unan, where the resources o f ene rgy is re latively scarce. The article d iscusses the supply and dem and status of energy of

Hunan prov ince. It ana lyzes them a in problem s and reasons o f energy supply and dem and o fH unan prov ince, and proposes counte r-

m easures to dea l w ith the prob le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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