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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利用生活方式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相关能源消耗、行业产值等数据，初步

测算了期南省城乡居民生活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费。结果表明：2005-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

生活能源消费从 3743.82 万吨标准煤上升到 8 907.41 万叱标准煤；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从

2005 年的 1 582.52 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2009 年的 2270.19 万吨标准煤 o 2005-2009 年，湖南

省各科目的能源消耗强度具有显著差异，单位能源消耗强度较大的主要有居住、教育文化误乐

及衣着。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节能的思路。 

关键词：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生活节能；湖南省 

 

居民生活消费是诱发能源消耗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欧盟的统计，欧盟家庭能源需求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超过了工业能源的需求。 Manfred Lenzen 的研究也表明澳大利亚居

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碳排放已经超过产业部门(21。尽管我国工业化道路与发达国家不同

，但随着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协同效应，其对总能源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将不断增强。 

在气候变暖的全球性危机背景下，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居民生活能耗估算等相关间题进行了

深人研究。国外方面，Spangenber 等利用生态足迹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消费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Bin 等利用 CLA ( 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方法研究了美国家庭

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系。国内方面，李艳梅等运用投人产出方法构建了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对

中国居民间接生活能源消费的增长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5]。王妍等利用投人产出分析方法，

并结合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数据，测算了 1995-2004 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完全能源消

耗。 

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多是从宏观尺度、国家层面进行的相关性探讨，省级

层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匾乏，而省级区域在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典型省份―湖南省为例，基于生活方式分析法测算了“十一五”期间湖

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量，在此基础上寻求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

节能思路，能够为新时期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节能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方法 

对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耗的测算不能仅仅停留在测算其直接能源消耗的层面上，同时也需

要科学计量其间接的能源消耗（对产生能源消费的居民生活行为分类参照张馨提出的分类方法

）。 

1.1.1 城乡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的测算方法 

城乡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是指对商品能源的直接购买、消费。消费的能源种类有原煤、

其它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它煤气、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热

力、电力等。参考 IPCC 的碳排放计算指南，城乡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的测算方法如下: 



1.1.2 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测算方法

本文对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测算是通过测算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

含的相关产业产生的间接能耗进行

分类参照李艳梅的分类标准）。

如下： 

1.2 数据来源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测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湖南省能源平衡表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测算中城乡居民各消费科目中的支出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来源于

中，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价，由此计算出可比的能源强度

 

2. 1 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

2005-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61.26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2009

，年均增幅 7.98%。 2005-2009

体上看，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消费占总能源消费量的

以及 39. 41%（见图 2)。 

 

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测算方法 

本文对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测算是通过测算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

含的相关产业产生的间接能耗进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测算中各消费支出科目对应的相关行业

）。根据生活方式分析法，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耗的测算公式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测算中各种能源的实物消费量数据来源于

中的湖南省能源平衡表。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测算中城乡居民各消费科目中的支出数据来源于

》；分行业增加值以及分行业、分品种能源消费数据

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来源于 2006-2010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本文将 2005-2009 年的现价分行业增加值换算为

由此计算出可比的能源强度。 

2 结果与分析 

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09 年的 225.60 万吨标准煤，5 年间共增加了 64.

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

天然气以及电力消费占总能源消费量的 32. 00%、 21. 71%

 

本文对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测算是通过测算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 8 个科目所包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测算中各消费支出科目对应的相关行业

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耗的测算公式

 

物消费量数据来源于 2006-2010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测算中城乡居民各消费科目中的支出数据来源于 2006- 

分品种能源消费数据来自 2006-2010

湖南省统计年鉴》。其

年的现价分行业增加值换算为 2005 年的不变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 2005 年的

64. 34 万吨标准煤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从整

21. 71%、 6.74％

 



2.2 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

湖南省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直接能

品能源以及自产的生物质能两部分

2005-2009 年，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总体上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05 年的 533.24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 6.35%

（见表 3)。 

2005-2009 年，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

石油、天然气、电力消费以及其它能源

5. 60%、 O. 31%、 7. 91% 

构中，煤炭消费总体上是下降的

2005 年的 67. 31％下降到 2009

由 2005 年的 3.28％上升至 2009

在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中占比较小

和取暖多依靠煤炭或电力所致

能源消费量的比例总体上也是上升的

源在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中占有较大比重

年的 41. 28%，这说明当前湖南省农村居民在利用沼气

绩。 

 

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 

湖南省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直接能源消费不同于城镇居民家庭，其能源消费可简单划分为商

品能源以及自产的生物质能两部分。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总体上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2009 年的 702. 49 万吨标准煤，5 年间共增加了

6.35%，稍低于同期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增幅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从整体上看

电力消费以及其它能源（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占总能源消费量的

7. 91% 以及 31.08%。具体来看，在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结

煤炭消费总体上是下降的，并且占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也是下降的

2009 年的 44. 18%；石油消费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2009 年的 5.60%;液化石油气消费整体呈现递增趋势

在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中占比较小，累计占比不足 0.50%，这主要是由于农

和取暖多依靠煤炭或电力所致；电力消费整体上呈现出微弱增长的趋势，并且占农村居民直接

能源消费量的比例总体上也是上升的，由 2005 年的 6.53％上升到 2009 年的

源在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中占有较大比重，其比例由 2005 年的 22. 88

这说明当前湖南省农村居民在利用沼气、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一定成

 

其能源消费可简单划分为商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总体上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

年间共增加了 169. 25

稍低于同期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增幅（7.98%)

 

从整体上看，煤炭、

占总能源消费量的 55. 11%、 

在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结

并且占农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也是下降的，由

石油消费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石油消费占比

液化石油气消费整体呈现递增趋势；天然气消费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炊事

并且占农村居民直接

年的 7.47%；其它能

22. 88％上升到 2009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一定成



2.3 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

2005-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

3582.56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煤，年均增幅约为 28. 47%，

2005-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的间接能源消耗结构中

依次是 46.83% 47.08%、 51. 31%

育文化娱乐能源消费比例，其平均占比也达到了

于教育文化娱乐占比（20.54%), 

础上，开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谋求

，平均占比达到 13. 54%；占比在

、交通通信占比（2.99%)、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比

最小的是杂项商品和服务，其比例不足

2.4 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

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是按照除居住科目外的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其它

算。 

2005 -2009 年，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

1049.28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煤，年均增幅约为 9.87%，远小于同期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幅

2005-2009 年，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

食品，其比例依次是 34. 75% 37. 85%

；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能源消费比例

乐能耗占比低于同期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虽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

、医疗保健（5. 50%)、交通通信

是杂项商品与服务(1.07%)。

2.5 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总体分析

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2009 年的 8 681. 81 万吨标准煤,5 年间增加了 5099.25

，远大于同期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幅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的间接能源消耗结构中，比例最大的是居住

51. 31%、 53. 81％及 56.66%，平均占比达到 51. 14%

其平均占比也达到了 20.54%；食品消耗占比 (13.54%

20.54%), 这综合说明了当前湖南省城镇居民在物质水平有效改善的基

开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谋求；能源消耗占比超过 10.00％的还有食品能耗占比

占比在 1％一 10%（按照从大至小顺序）的依次是衣着占比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比（2.83%)、医疗保健占比

其比例不足 1.00%。 

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 

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是按照除居住科目外的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其它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

万吨标准煤增加到 2009 年的 1 567. 70 万吨标准煤，5 年间增加了

远小于同期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幅。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耗结构中，除居住能耗外

34. 75% 37. 85%、 47. 22%、 48. 78％及 51.45%，平均占比达到

化娱乐能源消费比例，其平均占比也达到了 34.00%; 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

乐能耗占比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且小于同期农村居民食品能耗比，综合说明了当前湖南省广大

农村居民虽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但仍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主；然后是衣着占比

交通通信 (5.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4.65%)；

。 

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总体分析 

湖南省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从 2005 年的

5099.25 万吨标准

远大于同期城镇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幅（见表 4)。 

 

比例最大的是居住，其比例

51. 14%；其次是教

(13.54%）总体上低

这综合说明了当前湖南省城镇居民在物质水平有效改善的基

的还有食品能耗占比

的依次是衣着占比（5.51%)

疗保健占比（2.75%);占比

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是按照除居住科目外的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其它 7 个项目来测

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量呈现较大幅度地增长，从 2005 年的

年间增加了 517.72 万吨标准

。 

除居住能耗外，比例最大的是

平均占比达到 44.01%

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

综合说明了当前湖南省广大

然后是衣着占比（5. 63%)

；占比最小的依然



当前，湖南省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

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均普遍开始追求精神生活

2005-2009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从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

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

年的 8907.41 万吨标准煤，共增加了

活能源消费量呈波动性增长趋势

2 270. 19 万吨标准煤，共增加了

2005-2009 年，湖南省各科目的能源消耗强度具有显著差异

远高于其它各科目，5 年平均水平达到

年的 8.73 吨标准煤/万元上升到

的间接能源消费也是各项目中最高的

引起，这也说明当前控制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重点应在于居住行为的低碳化

目能源强度较大的还有教育文化娱乐

是杂项商品及服务（0. 442 吨标准煤

务涉及的行业增加值最大，但能源强度最小

为第三产业，如批发、零售业等

了控制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另一重点途径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3 

综合对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耗较为系统性地分析

乡居民生活节能的思路如下。

厘清生活节能主体，注重城镇居民的生活节能

味地全部依靠城镇居民，也不能过多地强调农村居民在降低生活能耗中的主体作用

下，必须加强城乡居民生活节能的宣传力度

摸清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

生活节能政策。 

研发应用低碳科技，强化生活节能的科技支撑

湖南省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 Ii 业化的阶段，城乡居民收人水平逐渐提高

城乡居民均普遍开始追求精神生活，这必将以巨大的能源需求为依托

湖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从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

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从 2005年的 3743.82万吨标准煤上升到

共增加了 5 163.59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 27. 58%

活能源消费量呈波动性增长趋势，总体上从 2005 年的 1 582. 52 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共增加了 687.67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 8.69%（见表

 

湖南省各科目的能源消耗强度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居住行为的能源强度远

年平均水平达到 11.55 标准煤／万元，且呈现出波动性上升趋势

万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15. 36 吨标准煤/万元，与此同时

的间接能源消费也是各项目中最高的，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在该科目的消费性支出增长较快

这也说明当前控制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重点应在于居住行为的低碳化

目能源强度较大的还有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分别为 3.452 和 1. 128 吨标准煤

吨标准煤/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在 8 大科目中，

但能源强度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杂项商品及服务业所涉及的行业多

零售业等，而第三产业普遍具有低能耗、高产值等特征

了控制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另一重点途径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见表 6)。

 

 

3 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节能思路 

综合对湖南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耗较为系统性地分析，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湖南省城

。 

注重城镇居民的生活节能。当前，降低城乡居民生活能耗

也不能过多地强调农村居民在降低生活能耗中的主体作用

必须加强城乡居民生活节能的宣传力度，同时鼓励相关企业积极生产绿色消费产品

摸清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有区别的，分区域、分行业的湖南省城乡居民

强化生活节能的科技支撑。城乡居民生活节能离不开科技的强力支撑

城乡居民收人水平逐渐提高，其物质

这必将以巨大的能源需求为依托。 

湖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从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其

万吨标准煤上升到 2009

27. 58%；农村居民生

万吨标准煤上升至 2009 年的

见表 5)。 

 

其中居住行为的能源强度远

且呈现出波动性上升趋势，由 2005

与此同时，居住科目产生

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在该科目的消费性支出增长较快

这也说明当前控制城镇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费的重点应在于居住行为的低碳化；单位科

吨标准煤/万元；最小的

，杂项商品与及服

这主要是由于杂项商品及服务业所涉及的行业多

高产值等特征。同时这也说明

。 

 

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湖南省城

降低城乡居民生活能耗，既不能一

也不能过多地强调农村居民在降低生活能耗中的主体作用。在此背景

同时鼓励相关企业积极生产绿色消费产品，并在

分行业的湖南省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生活节能离不开科技的强力支撑



。科技创新可贯穿到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出行、绿色起居等诸多领域，能够有效减少城

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耗，大量减少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要重点支持在湘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

术改造，逐步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的转变。开发建立包含环境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

、资源化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在内的绿色技术体系，推进生活节能技术水平的提升。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高低碳生活的经济驱动。发展低碳经济也是推动城乡居民生活节能

的重要抓手。要逐步将传统工业化过程中“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新型工业

化过程中 “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新的循环模式。城市地区既要加快传统产业的低碳化

改造与升级，也要注重节能环保产业、新兴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要加快农

村二、三产业发展，加快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增加经营

性收人。 

注重生活消费细节，降低城乡居民的生活能耗。城市市民消费广泛涉及食品、居住、交通

等各个环节。有效推进城乡居民生活节能，必须注重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细节，继而降

低城乡居民生活能耗。在低碳饮食层面，要尽量减少外出就餐的频率；在低碳服饰方面，要尽

量选用装饰少的衣物；在低碳人居方面，要尽量减少对空调等耗能产品的使用；在低碳出行方

面，要尽量避免开自家车，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等。 

普及低碳资源能源，巩固低碳生活的资源保障。城乡市民生活能耗的降低更离不开低碳资

源（如节能环保汽车、公共自行车等）以及低碳能源（如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支

撑与保障。为此，降低城乡居民生活能耗，既要加快城乡绿色生态屏障体系的建设，着力提高

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碳汇功能，也要加快新能源的开发，着力推进能源清洁化利用，鼓励有条件

的城乡区域大力推广太阳能、风通、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