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Ｊａｎ．２０１２
第１期 （总１８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　

韩国清洁能源利用对其能源消费
结构的影响与启示

渠慎宁

【提　要】韩国是化石能源极度匮乏的 国 家，同 时 也 是 世 界 能 源 消 费 大 国。在 国 际 石 油 价 格 攀 升、全

球气候变化、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韩国能源供求矛盾不断加大，开发清洁能源已成为韩

国缓解能源供给压力的重要手 段，并 在 核 能 利 用 方 面 取 得 了 重 要 进 展。能 源 消 费 的 状 态 空 间 系 统 分 析 表

明，韩国清洁能源的利用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并影响了其能源消费结构。中韩两

国能源消费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两国开展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具备一定的国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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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韩国化石能源几乎 全 部 依 赖 进

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加 快，韩 国 能 源 消

费不断 增 长。因 此，开 发 清 洁 能 源 成 为 其 改 善 能 源 结

构、增强能源自给能力、减轻进口压力的有力武器。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研究韩国清洁能源利用情况 的 文 献 并 不 多，学

者们主要对韩国开发清洁能源的背 景、现 状、政 策 及 战

略方向进行了有关介绍与分析，并同中国展 开 了 相 关 比

较，但较少 涉 及 清 洁 能 源 对 其 国 内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的 影

响。刘舸 （２００９）认为东北亚地 区 局 部 高 强 度 的 能 源 竞

争压力、能源竞争的零和属性、朝鲜半 岛 复 杂 地 缘 政 治

局势、能源严重依赖进口以及能源进口对特 定 地 区 依 赖

性过高等 因 素 导 致 韩 国 能 源 安 全 较 为 脆 弱。在 此 背 景

下，韩国应对能源安全脆弱性的战略 较 为 科 学 务 实。在

国际层面，推动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 合 作，实 施 兼 顾 地

缘政治的能源安全战略；在国内层面，推 行 摆 脱 能 源 安

全脆 弱 性 的 一 揽 子 计 划，如 推 广 清 洁 能 源 等。① 海 风

（１９９５）通过介绍韩国 清 洁 能 源 建 设 的 发 展 历 程，指 出

韩国在清洁能源开发中存在四大障 碍：市 场 问 题、推 广

资金不足、清洁能源工作不成熟及过分依赖引进技术。②

房广顺等 （２００９）认为韩国的能源发 展 战 略 重 在 增 加 能

源战略储备，实施海外能源开发战略，对 内 开 发 清 洁 能

源，努力构建能源低消耗型社会，制定 并 实 施 绿 色 能 源

政策。其发展趋 势 是 建 设 可 持 续 发 展 型、市 场 主 导 型、

技术主导型和对外开放型的能源社会。③ 许泰秀 （２０１０）

以韩中两国清洁能源发展现状为基础，通过 分 析 韩 中 两

国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异同点和各自面临 的 问 题，对 两

国新清洁能源的法规制度、政 策 目 标、财 政 投 入、具 体

促进措施等进行了比较，并提出韩中两国应 通 过 积 极 开

展两国能源外交、加强对话建立共赢 思 维、创 新 模 式 拓

宽合作领域以及加强双边合作与国际合作等政策 措 施 的

协调，促进两国清洁能源的合作发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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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海风：《韩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新 能 源》

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房广顺、刘印铁：《冷战后韩国的能源战略及其发展趋势》，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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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清洁能源利用的

　　现状与问题　　　　

　　韩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起步较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受石油危机爆发的影响，韩国私营财团开始 资 助 国 内 学

术机构和科研中心进行新能源的研究与开 发，但 由 于 缺

乏政府部 门 的 引 导，投 资 未 见 太 多 成 效。随 着１９７８年

韩国能源部的组建，包括天然能源、矿 物 能 源 和 新 能 源

三个分部 的 韩 国 能 源 开 发 研 究 院 宣 告 成 立。该 院 集 科

研、经营与人事管理权力于一身，很大 程 度 上 提 高 了 清

洁能源研 究、开 发 与 经 营 的 效 益。根 据１９８８年 韩 国 政

府制定的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发展 长 远 计 划》，

其将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见表１）。产业

发展初期，政府支持科研机构进行基 础 研 究 与 开 发，并

逐步将研究成果转移至工业部门，开 展 应 用 研 究，推 广

清洁能源的使用，开拓清洁能源市场，同 时 改 善 企 业 的

经济效益。随着规划的逐步实施，清洁 能 源 产 业 得 到 较

快发展。其中，核电技术与开发利用水 平 已 处 于 世 界 领

先地位，氢能和燃料电池的技术水准也逐步 逼 近 欧 美 先

进国家。

目前，韩国以核能为主，重 点 发 展 太 阳 能、风 能 和

氢能。韩国政府将核能作为绿色能源战略 的６大 增 长 动

力之一重点扶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韩国建立了１１个核电

站，目前已有２０座 核 电 站 投 入 运 营，２００７年 核 能 占 能

源供应总 量 比 重 已 达１４．７％ （见 表２）。同 时，可 再 生

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１９９５年的０．６％快速增

长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４％。清洁能源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 韩 国 的 能 源 供 求 矛 盾，为 能 源 安 全 提 供 了 保

障，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表１　韩国清洁能源产业规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时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６年

开发目标
确立研究

目标

确立研究

基础

开发优先

度高的技术

技术

商业化

普 及 目 标

（替 代 能 源

／总能源％）

确保基础技

术 （０．５％）

需要创出，

开始实施

普及

创出市场
扩大普及

（２．０％）

　　资料来源：《韩国的新 能 源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开 发 政 策》，世 界

新 能 源—太 阳 能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８６ｎｅ．ｃｏｍ／Ｓｏｌａｒ／２００３０９／

Ｓｏｌａｒ＿８７５１３＿２．ｈｔｍｌ。

　表２　２００７年韩国能源供应分布

类别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核能 可再生能源

供给量

（百万ＴＯＥ）
５７．６　 ９７．９　 ３１．２　 ３７．３　 ３．２

比重 （％） ２５．１　 ４３．４　 １４．３　 １４．７　 ２．４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新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发展方向》，

２００８年。

尽管韩国对清洁能源利用重视程 度 较 高，但 在 发 展

过程中仍遇到一些障碍。首先，技术装 备 距 国 际 先 进 水

平仍有差距。目 前，除 核 能 技 术 处 于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外，

韩国太阳能、风能、氢气和燃料电池等 领 域 的 技 术 水 平

仅达到先进国家的３０％～７０％。国内产业基础的薄弱使

得太阳能、风能等重点领域的设备大 部 分 依 赖 进 口。其

次，生产成本较高。由于韩国清洁能源 的 研 究 工 作 起 步

较晚，产业初期 投 资 费 用 较 高，呈 现 出 较 低 的 经 济 性，

难以拓宽市场需求，并抑制了进一步 的 投 资。除 核 能 得

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外，其他清洁能源 （特 别 是 可 再 生 能

源）均因成本 较 高 而 难 以 和 传 统 化 石 能 源 竞 争。再 次，

清洁能源结构不合理。韩国在清洁能 源 开 发 中，不 仅 核

能所占比重过高，可再生能源所占比 重 较 低，而 且 可 再

生能源内部结构仍不合理。２００７年，韩国太阳能、风能

所占可再生能源总 供 给 比 重 仅 为２％左 右。尽 管 其 为 韩

国政府重点扶持项目，但由于技术开发及普 及 的 时 间 较

短，因此供给比重严重不足。生物与水 能 的 比 重 各 自 为

１８．５％与９．８％，相比美日等国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

三、韩国清洁能源利用对其能源

　　消费结构的影响　　　　　

　　韩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能源消费总量的 不 断 扩

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已逐步对传统化石 能 源 呈 现 出

较为明显的替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原 有 的 能 源

结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与温室气 体 排 放。为 了 动 态

地呈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韩国能源消费 结 构 的 不 断

调整，本文 建 立 关 于 能 源 消 费 的 状 态 空 间 系 统 加 以 分

析，同时与中国进行相关比较。

（一）韩国清洁能源利用对化石能源利用的替代效应

为检验韩国清洁能源消费对传统化石能 源 的 替 代 作

用，选取韩国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９年 的 能 源 消 费 数 据 进 行 实

证分析。其中，鉴于韩国核能消费已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较

大比重，在清洁能源中，另设定 核 能 消 费 变 量，而 其 余

水能、风能 等 清 洁 能 源 消 费 归 类 于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变

量。籍此，建立如下的状态空间系统：

量测方程：

ｌｎ （ｇｄｐ）ｔ ＝ｒ０ ＋ｒｃｏａｌｔ ｌｎ （ｃｏａｌ）ｔ ＋ｒｏｉｌｔｌｎ （ｏｉｌ）ｔ ＋ｒｌｎｇｔｌｎ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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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ｇ）ｔ＋ｒｎｕｔｌｎ （ｎｕ）ｔ＋ｒｒｅｔｌｎ （ｒｅ）ｔ＋ｕｔ；

状态方程： ｒｃｏａｌｔ ＝ｒｃｏａｌｔ （－１）；

ｒｏｉｌｔ ＝ｒｏｉｌｔ （－１）；

ｒｌｎｇｔ ＝ｒｌｎｇｔ （－１）；

ｒｎｕｔ ＝ｒｎｕｔ （－１）；

ｒｒｅｔ ＝ｒｒｅｔ （－１） （１）

其中，ｌｎ （ｇｄｐ）、ｌｎ （ｃｏａｌ）、ｌｎ （ｏｉｌ）、ｌｎ （ｌｎｇ）、

ｌｎ （ｎｕ）与ｌｎ （ｒｅ）分 别 表 示 对 数 形 式 的 韩 国 实 际 国 内

生产总值、煤 炭 消 费 量、石 油 消 费 量、天 然 气 消 费 量、

核能 源 消 费 量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量。参 数ｒｃｏａｌ、ｒｏｉｌ、

ｒｌｎｇ、ｒｎｕ、ｒｒｅ分别表示韩国对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

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弹性。ｒ０ 为截距，ｕ为残差。

方程 （１）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方程 （１）的主要参数估计

参数 估计值 ｚ—统计量 Ｐ值

ｒ０ ２３．０２　 ５．４９　 ０．００００

参数
最终时期

估计值
ｚ—统计量 Ｐ值

ｒｃｏａｌ　 ０．２７　 １．９２　 ０．０２５０

ｒｏｉｌ －０．０１５ －１．２７　 ０．０１８６

ｒｌｎｇ　 ０．２２　 ７．４７　 ０．００００

ｒｎｕ －０．１９ －２．４８　 ０．０１３１

ｒｒｅ　 ０．１８　 １．７７　 ０．０３７５

　最大似然值 ＡＩＣ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１２．５３　 １．４９　 １．５９

立足于方程 （１），通过使用卡尔 曼 滤 波 一 期 向 前 预

测法，可分别求出参数ｒｃｏａｌ、ｒｏｉｌ、ｒｌｎｇ、ｒｎｕ、ｒｒｅ每 期 的 数

值 （见图１）。同样，可再分别求出１９９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间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与可

再生能源的消费弹性均值 （见表４）。

　表４　韩国主要能源消费弹性变化

时期 ｒｃｏａｌ　 ｒｏｉｌ　 ｒｌｎｇ　 ｒｎｕ　 ｒｒｅ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９年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７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２　 ０．２２０ －０．１４４　 ０．０９８

１９９１年～

２００９年
０．１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１与表４表 明，在 韩 国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煤 炭、

石油、天然气、核能及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消 费 弹 性 同 样 发 生

了显著变化：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日渐

趋于稳定，韩国国内能 源 供 求 系 统 逐 步 固 化，韩 国 政 府

推行了旨在强化能源市场功能的 政 策。政 府 对 能 源 部 门

重新整合，在核电及天然气等自然 垄 断 的 公 共 部 门 引 入

竞争，提高了行业的运转效率。使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核

能及 天 然 气 的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较 高，均 值 达 到０．１３１与

０．１７８。②进入２１世纪后，韩国政府为了进一步降低本国

对石油需求的依赖程 度，大 幅 增 加 了 对 天 然 气、煤 炭 等

的使用，以稳定能 源 的 供 应。受 此 驱 动，石 油 消 费 弹 性

降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 均 值 为０．０３２，而 天 然 气 与 煤 炭

消费 弹 性 迅 速 上 升，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 均 值 分 别 达 到

０．２２０与０．２４４。同时，政府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建

设，太阳能、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迅速发展壮大，驱使可

再生能源消费弹性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间上升至０．０９８。相

比之下，核能由于在价格成本上高于煤炭，再加上政府扶

持力度不大，导致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失去优势。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均核能消费弹性变为负值，仅为－０．１４４。

　图１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９年韩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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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韩国清洁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弹性变化趋势

来看，韩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石油资源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替代效应。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９年间，韩国的可再生能源

消费弹性ｒｒｅ先下降，后上升，与此同时石油的消费弹性ｒｏｉｌ

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可再生能源消费弹性上

升时，石油的消费弹性相应下降。然而，核能则呈现出被

可再生能源及煤炭替代的趋势。韩国由于核能资源开发较

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成为国内主要能源供应来源之一，所

占总能源消费比重超过１０％。此后，韩国核能产业逐步陷

入发展瓶颈中，煤炭的大量进口已对核能的发展形成较大

冲击。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９年间，韩国核能消费弹性ｒｎｕ先上升，

后下降，而煤炭消费弹性ｒｃｏａｌ先下降，后上升。与其他资源

相比，天然气的能源消费弹性较为稳定，１９９５年后一直保持

在较高的水平上，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石油消费。

（二）中国清洁能源利用对化石能源利用的替代效应

鉴于中国１９７８年前宏观经济变量波动较为剧烈，选

取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８年 这 一 时 期 的 数 据 进 行 实 证 分 析。建

立如下的状态空间系统：

量测方程：

ｌｎ （ｇｄｐ）ｔ＝ａ０＋ａｃｏａｌｔ ｌｎ （ｃｏａｌ）ｔ＋ａｏｉｌｔｌｎ （ｏｉｌ）ｔ＋ａｌｎｇｔｌｎ
（ｌｎｇ）ｔ＋ａｃｅｔｌｎ （ｃｅ）ｔ＋ｕｔ

状态方程：

ａｃｏａｌｔ ＝ａｃｏａｌｔ （－１）；

ａｏｉｌｔ ＝ａｏｉｌｔ （－１）；

ａｌｎｇｔ ＝ａｌｎｇｔ ；

ａｃｅｔ ＝ａｃｅｔ （－１） （２）

其中，ｌｎ（ｇｄｐ）、ｌｎ（ｃｏａｌ）、ｌｎ （ｏｉｌ）、ｌｎ （ｌｎｇ）与ｌｎ
（ｃｅ）分别表示对数形式 的 中 国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煤 炭

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与清洁能源消费量。

参数ａｃｏａｌ、ａｏｉｌ、ａｌｎｇ、ａｃｅ分别表示中国对煤炭、石油、天然

气与清 洁 能 源 的 消 费 弹 性。ａ０ 为 截 距，ｕ为 残 差。方 程

（２）刻画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清

洁能源消费 长 期 间 的 均 衡 关 系，有 助 于 我 们 更 好 地 解 读

能源之间的动态替代关系与一国能源结构的动态变化。

该系统的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方程 （２）的主要参数估计

参数 估计值 ｚ－统计量 Ｐ值

ａ０ －９．０３ －１１．０３　 ０．００００

参数 最终时期估计值 ｚ－统计量 Ｐ值

ａｃｏａｌ　 ０．２４　 ４．４６　 ０．００００

ａｏｉｌ　 ０．９３　 １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ａｌｎｇ －０．４１ －７．５８　 ０．００００

ａｃｅ　 ０．７１　 １６．８６　 ０．００００

　最大似然值 ＡＩＣ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３．５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６

立足于方程 （２），通 过 使 用 卡 尔 曼 滤 波 一 期 向 前 预

测法，可分 别 求 出 参 数ａｃｏａｌ、ａｏｉｌ、ａｌｎｇ、ａｃｅ每 期 的 数 值

（见图２）。籍 此，可 再 分 别 求 出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每 一 阶 段

煤炭、石油、天然气与 清 洁 能 源 的 消 费 弹 性 均 值 （见 表

６）。

　表６　中国主要能源消费弹性变化

时期 ａｃｏａｌ　 ａｏｉｌ　 ａｌｎｇ　 ａｃｅ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８８年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２０　 ０．５９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２９　 ０．２０ －０．４９　 ０．２３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０．２４　 ０．７４ －０．２３　 ０．７７

１９７８年～

２００８年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１６　 ０．５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２与表６表明，改 革 开 放 以 来，在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过程中，煤炭、石油、天 然 气 与 清 洁 能 源 的 消 费 弹 性 不

断发生变化。①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改 革 开 放 后 不 久 的 中

国经济逐步开始腾 飞，能 源 需 求 持 续 加 大。尽 管 当 时 中

国石油、天然气产量 有 所 增 长，但 受 制 于 资 源 储 量 的 制

约，能源供给与经济 发 展 所 需 之 间 的 缺 口 越 来 越 大。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国曾加大水 电、

核电发展，以缓解能 源 供 需 矛 盾，结 果 导 致 清 洁 能 源 的

消费弹性较 高，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 的 均 值 达 到０．５９。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 国 经 济 进 入 快 速 发 展 阶 段，石 油、

天然气及 清 洁 能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已 不 能 满 足 经 济 发 展 所

需，能源供需矛盾 日 益 尖 锐。在 此 情 况 下，中 国 开 始 加

大煤炭生产以弥补能 源 供 给 不 足，煤 炭 消 费 弹 性 迅 速 提

高，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８年的均值达到１．２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煤炭所占能源消 费 总 量 比 重 达 到 四 分 之 三。与 此 同

时，石油、天然气、与 清 洁 能 源 的 消 费 弹 性 相 应 下 降。

③进入２１世纪后，由于大量煤炭开采导致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 护 之 间 的 矛 盾 上 升 为 当 今 社 会

的主要矛盾。为解 决 这 一 问 题，中 国 政 府 提 出 “可 持 续

发展”与 “又好又 快 地 发 展”的 理 念，更 加 重 视 清 洁 能

源开发利用，减少 煤 炭 生 产 消 费。受 此 驱 动，水 电、核

电及风电设施大量发 展 起 来，清 洁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再 次 上

升，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 的 均 值 达 到０．７７。煤 炭 消 费 弹 性

迅速下降，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 的 均 值 仅 为０．２４。与 此 同

时，随着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后 期 中 国 开 始 扩 大 石 油 进 口，

石油占总能 源 消 费 比 重 不 断 上 升，石 油 消 费 弹 性 增 加，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的均值上升至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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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８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 清 洁 能 源 与 煤 炭、石 油 的 消 费 弹 性 变 化 趋 势 来

看，清洁能源的开发利 用 对 煤 炭 资 源 呈 现 出 较 为 显 著 的

替代效应。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８年间，中国的清洁能源消费弹

性ａｃｅ先下降，后上升，与此同时煤炭的消费弹性ａｃｏａｌ则

经历了先上升，后下 降 的 过 程。清 洁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上 升

时，煤炭的消费弹性 则 相 应 下 降。清 洁 能 源 的 开 发 增 加

了工业能源消费的种 类 选 择，一 定 程 度 上 降 低 了 工 业 生

产对煤炭的依赖度。石油的消费弹性ａｏｉｌ同样经历了先下

降后上升的过程。这表 明 石 油 同 样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煤 炭

产生了替代作用。而天 然 气 的 消 费 规 模 则 没 有 呈 现 出 与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相 符 的 扩 大，消 费 弹 性ａｌｎｇ于 较 长

时期内 均 为 负 值。这 一 方 面 与 中 国 已 探 明 的 能 源 储 量

中，天然气仅占０．６％，可 开 采 供 应 量 较 少 有 关；另 一

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政 府 与 企 业 对 天 然 气 的 开 发 利 用 并

未足够重视，未来天然气消费仍有较大潜力。

（三）中韩两国清洁能源替代效果比较

中韩两国由于基本 国 情 不 同，传 统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存

在较大差异，使得清洁 能 源 对 化 石 能 源 的 替 代 效 果 不 尽

相同。比较表４与 表６，可 以 发 现，中 国 各 类 能 源 消 费

弹性相比韩国为高，这 反 映 出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对 能 源 的 依

赖度要 高 于 韩 国。中 国 当 前 的 经 济 增 长 方 式 还 停 留 在

“高消耗、低 产 出”的 阶 段，并 未 完 全 摆 脱 粗 放 型 发 展

模式。相比之下，韩国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 所 消 耗 的 能 源 较

少，经济结构 优 于 中 国，表 现 出 更 为 集 约 型 的 发 展 模

式。中国的主要消 费 能 源 为 煤 炭，韩 国 为 石 油，因 此 两

国发展清洁能源的主 要 替 代 目 标 也 有 所 不 同。中 国 主 要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 电 等 清 洁 能 源 意 图 在 于 减 少 煤

炭生产消费，减少经 济 对 煤 炭 的 依 赖 度；韩 国 则 依 托 发

展核电、太阳能、氢能 等 清 洁 能 源 减 少 石 油 进 口，降 低

对石油的依赖度。在发展清洁能源过程中，两国由于起步

不一，目前发 展 状 况 有 所 不 同。韩 国 较 早 地 进 行 核 能 开

发，目前已成为全球核能利用较为普及的国家之一，核能

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较高。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后，核能发展趋于停滞，对化石能源的进一步替代作用有

限。韩国可再生 能 源 利 用 对 化 石 能 源 已 呈 现 出 一 定 的 替

代效果，但目前所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依然较低。中国清

洁能源开发 利 用 相 比 韩 国 起 步 较 晚，所 占 总 能 源 消 费 比

重也较韩国为低，但发展速度很快，所表现出的对化石能

源的替代效果也更为明显 （见表７）。

　表７　中韩两国清洁能源利用比较

中国 韩国

经济发展模式 粗放型 集约型

主要消费能源 煤炭 石油

清洁能源开发时间 较晚 较早

目前清洁能源所占

消费比重 （２００８年）
８．９％ １６．２９％

清洁能源发展现状
发展

速度较快

核能发展已趋于停滞，

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较快

替代效果
煤炭消费

弹性下降
石油消费弹性下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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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对清洁能源的 开 发 利 用 已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善 了

两国能源的消费 结 构。中 国 水 电、核 电、风 电 等 清 洁 能

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从１９９１年 的４．８％，上 升

至２００８年的８．９％。与此同时，煤炭消费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比重 则 从１９９１年 的７６．１％下 降 至２００８年 的６８．７％
（见图３）。石 油、天 然 气、清 洁 能 源 消 费 的 扩 大，改 善

了中国原先较为单一 的 煤 炭 主 导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模 式。同

样，核能及太阳能、氢 能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利 用 推 动 韩 国

对石油的依赖度逐步 降 低，石 油 消 费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已从１９９１年的５７．６７％下降至２００８年的４１．７８％。而

可再生能源占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 则 从１９９１年 的１．８２％
上升至２００８年 的２．７５％。核 能 所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

变化不大，依然是韩 国 主 要 消 费 能 源 之 一。天 然 气 占 能

源消费总 量 比 重 从１９９１年 的３．３９％上 升 至２００８年 的

１４．３８％，已开始取 代 核 能 成 为 韩 国 第 三 大 能 源 消 费 来

源 （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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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８年中韩 两 国 各 类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总体波动趋势，可看出两国 能 源 结 构 发 生 的 不 同 变 化。

中 韩 两 国 除 了 清 洁 能 源 中 可 再 生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均 上 升

外，其余能 源 消 费 弹 性 几 乎 均 按 相 反 的 趋 势 波 动 （见

表８）。可见，两 国 传 统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的 不 同，影 响 着

两国能源 结 构 变 化 的 趋 势。主 要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反 向 变

动 的 特 点 也 表 明 中 韩 两 国 能 源 消 费 之 间 存 在 一 定 的 互

补性，两国开 展 能 源 方 面 的 有 关 合 作 具 备 一 定 的 国 情

支持。

　表８　中韩两国能源消费弹性总体波动趋势比较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清洁能源

中国 ａｃｏａｌ下降 ａｏｉｌ上升 ａｌｎｇ下降 ａｃｅ上升

韩国 ｒｃｏａｌ上升 ｒｏｉｌ下降 ｒｌｎｇ上升 ｒｎｕ下降，ｒｒｅ上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基本结论

本文对中韩两国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主 要 能 源 消 费 弹 性

的变化进行了测算，分 析 清 洁 能 源 利 用 对 传 统 化 石 能 源

的替代作用。中国清洁 能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主 要 对 煤 炭 消 费

产生替代，一定程度上 降 低 了 煤 炭 消 费 所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比重。而韩国的清洁 能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主 要 对 石 油 消 费

产生替代，一定程度上 缓 解 了 经 济 增 长 和 消 费 升 级 对 石

油的依赖度。鉴于中国目前接近９０％的能源消费都为化

石能源，相比之下，韩 国 的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更 为 均 衡，清

洁能源开发力度更 大。然 而，韩 国 的 核 能 利 用 对 化 石 能

源的替代速度已开始 下 降，其 他 清 洁 能 源 的 发 展 相 对 滞

后，致使近年来清洁能 源 占 韩 国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 呈 下

降趋势。

中韩两国互补的能 源 消 费 模 式 有 助 于 双 方 开 展 互 利

互惠的合作。中国可借 鉴 韩 国 更 为 集 约 型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式，降低能源消费 弹 性。同 时，汲 取 韩 国 较 为 成 熟 的 核

能技术模式 与 运 营 经 验，增 加 清 洁 能 源 消 费 所 占 比 重，

努力推动能源结构更 趋 于 平 衡。韩 国 则 可 向 中 国 学 习 水

能、风能及太阳能等 清 洁 能 源 的 发 展 经 验，加 快 清 洁 能

源的发展速度，使其对 传 统 的 化 石 能 源 发 挥 更 大 的 替 代

作用。

［导师夏杰长教授点评］
由于人 口 增 长、燃 料 成 本 剧 增、气 候 变 化 等 因 素，

近年来清洁能源成为 能 源 产 业 的 新 浪 潮。清 洁 能 源 的 使

用可以有效缓解能源 紧 张 与 环 境 污 染 问 题，逐 步 为 世 人

所重视。渠慎宁同学撰写的 《韩 国 清 洁 能 源 利 用 对 其 能

源消费结构 的 影 响 与 启 示》一 文 以 韩 国 作 为 典 型 国 家，

重点分析韩国清洁能 源 的 利 用 情 况，并 利 用 计 量 等 技 术

工具深入剖析其对 韩 国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的 影 响。同 时，作

者还将韩国与中国进 行 了 比 较 研 究，从 实 证 角 度 探 讨 中

韩清洁能源 领 域 合 作 的 可 能 性，做 了 颇 有 新 意 的 尝 试。

这对今后中国加快清 洁 能 源 产 业 建 设，全 面 实 施 节 能 减

排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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