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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能源效率的系统分析》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总能耗）预测模型。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众多变量中
选出与中国能源消费量灰色关联度最高的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第三产业比重
和外贸依存度分别表征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中
国能源效率的系统分析》对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技术进步等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进行研究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GDP总能耗预测模型。协整关系模型表明能源
消费量的长期技术进步弹性为-0.0072，产业结构变化弹性为-0.7245，对外开放程度弹性
为0.5791。
（2）包含环境因素的各省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投入方面有能源消费量、农作物播种
面积、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因素，产出有GDP和利用
熵值法计算得出的环境污染指数倒数。1995-2006年12年平均，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从高
到低排列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α收敛、*β收敛和条件犀收敛方法研究结果表
明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都存在收敛。用Tobit回归方法研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就业人口增长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
在显著正相关，重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能源结构、能源禀赋与全要素能源效
率存在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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