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几个能源专项规划将在今年初密集

出台。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曾亚川

日前表示，国家电力、煤炭、天然气等 17 个

能源专项规划已经陆续编制完成，下一步

将按照程序分别报送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

审议，通过后将陆续发布。

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专家透露，作为

国家能源“十二五”规划的子规划，17 个专

项规划是细化指导我国能源开发利用、引

导社会资源配置、决策重大项目、安排政府

投资的重要依据。其带来的财政资金投放

力度乃至由此拉动的相关产业发展，不容

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专项规划中，

除排定未来五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

能源以及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可

再生能源总体目标和任务外，对民间资本参

与部分能源开发的方式，也进行了强调。

17 个能源专项规划之一、刚刚率先发

布的《煤层气(煤炭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

规划》(下称《规划》)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

与煤层气勘探开发、煤层气储配及长输管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支持符合条件的煤层气企业发行债券、上

市融资，增强发展能力。

按照《规划》安排，“十二五”期间我国

将投入近 1200 亿元用于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资金来源除政府投资外也包括

民间资本。

上述专家介绍，除 17 个能源专项规划

外，作为母规划的《能源“十二五”规划》在反

复修订后将在近期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将听

取专题汇报，待审议通过后对社会发布。

清洁能源得到鼓励

相对于煤炭等化石能源，天然气、水

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将在新规划中得到集

中鼓励与支持。

公开资料显示，2010 年我国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 4%，世界平均水平为

24%。我国人均天然气消费 81 立方米，全

球人均消费量是 460 立方米。

据上述能源专家透露，“十二五”期间，

国家有意将天然气作为能源结构调整、减

少煤炭能源消费的重要手段。最新数据显

示，能源“十二五”规划将提出天然气占比

从 2010 年的 4%上升到 2015 年的 8%左右。

按此预计，2015 年我国天然气需求量

将 达 2300 亿 立 方 米，2020 年 进 一 步 升 至

3500 亿立方米。

除天然气等常规资源外，煤层气、页岩

气等非常规油气将在“十二五”期间有新作

为。《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

规划》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将投资 1200 亿元

用于煤层气抽采利用，实现到 2015 年煤层

气产量 300 亿立方米。

在节能减排、能源结构调整背景下，可

再生能源也将在“十二五”期间迎来大发展。

此前，国家能源局公布“十二五”可再

生能源规划目标。到 2015 年，风电将达到

1 亿千瓦，年发电量 1900 亿千瓦时，其中海

上 风 电 500 万 千 瓦 ；太 阳 能 发 电 将 达 到

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 200 亿千瓦时。

17项能源规划待“过堂”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出新招

在此基础上，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

利用以及核电等，2015 年非化石能源开发

总量将达到 4.8 亿吨标准煤。相比 2010 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增加 2.2 亿吨标煤。

记者从一位接近能源规划的人士处获

悉，“十二五”期间，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主要思路是：加快西南地区水电开发，推动

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稳步推进核电建设；积极推进东北、华北、

西北及东部沿海地区大型风电基地建设。

同时，逐步扩大太阳能发电规模，积极

培育太阳能热利用市场；对于生物质能源，

主要是按照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

则，统筹规划、合理开发。

而按照即将公布的新规划，“十二五”

期 间 ，风 电 和 太 阳 能 发 展 思 路 将 作 出 调

整。风电将采取“集中利用与分散式利用

相结合、陆上和海上风电相结合”；太阳能

则强调启动国内需求，减少对外依赖。

此外，备受社会和行业关注的核电“十

二五”规划也已基本定稿，将在国务院和发

改委审议后通过。这一规划将影响未来核

电发展态势，核电装机目标、核电基地布局

等将在规划中呈现。

此前由国务院安排部署，国家能源局、

核安全局等部门已经完成对在建、在运营

核电站安全检查。按照初步计划，到 2015

年，核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4000 万千瓦。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17 个能源子规划，无论传统能源还是

非传统能源规划，全都紧盯“能源消费总量

控制”的总目标。

此前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

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构建安全稳定经

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合理控制能

源消费总量”。

上述接近能源规划的人士称：“这一目

标，也 将 是 能 源‘ 十 二 五’规 划 的 指 导 方

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优化能源产业布

局、发展非化石能源、优化发展化石能源等

是能源‘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多位能源专家介绍，“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是‘十二五’能源发展的新招。在能源环

境的约束下，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可以

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各地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能

源专家委副主任周大地说：“如果按照各地

GDP 增长、项目规划投资情况预测，2015 年

能源消费总量可能达到 50 亿吨标煤，远超

41 亿-42 亿吨标煤的合理需求量。”

“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达 32.5

亿 吨 标 煤，超 出 当 时 30 亿 吨 的 科 学 产 能

供给。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

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建议，从

2010 年至 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不要突破

40 亿吨标煤的天花板。

何建坤直言，能源需求总量控制目标

是一个更为刚性的约束目标，也是一个强

烈的政策导向信号，由此，促进发展方式的

根 本 性 转 变 ，需 要 继 续 较 大 幅 度 地 降 低

GDP 的能源强度，“十二五”期间，必须改变

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

适当控制 GDP 增速，增加消费在 GDP 中的

比重。

而随着即将揭幕的能源“十二五”规划

敲定总量控制政策，在能源环境的约束之

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得不为之。有专

家测算，每减少 1 亿吨标煤消费，相当于节

约近 4000 万千瓦核电装机或 9000 万千瓦

水电装机。

在中国现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

费占 70%以上，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40 个百

分点。中国煤炭年消费超过 32 亿标煤，约

占世界水平的 48%。

根据煤炭工业协会释放出的煤炭“十

二五”规划最新信息，“十二五”期间，煤炭

消费占比，将由目前的 70%以上逐渐下降

到 65%左右。

目前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正在研

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以及分解方案。

中石油、中石化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司

收到财政部关于提高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

点（俗称石油“暴利税”）的通知，依照通知，

财政部决定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

至 55 美元。据悉，这是自 2006 年财政部决

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后的首次调整。

由 于 起 征 点 上 调 ，今 后 国 际 油 价 在

55-60 美元/桶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三大石油央企将按 20%上缴石油特别收益

金；60-65 美元/桶时，税率为 25%；65-70 美

元/桶时，税率为 30%；70-75 美元/桶时，税

率为 35%；75 美元/桶以上时，税率为 40%。

如果中石油 2012 年全年的原油产量

维持 2011 年 7.1 亿桶水平，那么中石油将

因为新政策而减少 42.6 亿美元 (折合人民

币 268.38 亿元)的特别收益金缴纳额。而

中国石化 2010 年产出原油约为 3.29 亿桶，

因而公司会因为新政策一次性少缴纳特别

收益金 19.745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124.39

亿元)。两家公司实际会因为此次调高特

别收益金而减少 392 亿元左右缴纳额。

2006 年，财政部下发《国务院关于开征

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决定》、《石油特别收益

金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决定自 2006 年 3 月

26 日起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

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每桶 40 美元)所获得

的超额收入，将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别收益

金。此举被认为是国内油品定价体系雏形

初现。然而从 2008 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

不断飙升，加之暴利税也拿走了石油公司

很多利润，致使炼油板块大幅亏损，中石

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开始多次呼吁调

整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但由于国家提

升了成品油定价，以及对进口原油进行补

贴，使得收益金起征点调整始终没有下文。

2008 年 12 月，国务院出台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方案。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间接接轨”，并大

幅提高税费比重。国内汽、柴油出厂价格

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

加工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制定。将现行

汽、柴油零售基准价格允许上下浮动改为

实行最高零售价格。

据相关人士透露，新版成品油定价机制

核心思路 基本确定。新方案调整主要涉及

两方面：“一是缩短调价周期，时间从现行 22

天减少到 10 天；二是改进调价操作方式，定

价权下放到企业，国家发改委不再审批价格

调整。”报道中称，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一位负

责人也对媒体表示，推进成品油等资源性产

品价格改革的态度明确，市场化、国际化是

确定的方向。该负责人称，在各方意见达成

一致后，新方案将择机推出。

有关专家称，如成品油定价权下放到

企业。那么随着此次对石油特别收益金起

征点的调整，油企上缴税费降低，利润增

加，或将对国内成品油价格体系产生一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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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暴利税”起征点调整或影响成品油定价机制

17个能源专项规划将于年初密集出台
■ 王秀强

伊朗局势可谓一波三折。2012 年 1 月 4 日，欧盟

一则“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的消息打破全球资本市场

的平静，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上涨。此后，欧盟外交与

安全政策发言人却对相关报道予以否认。

伊朗究竟是否面临一场战争？目前的局势对全

球石油市场价格有多大影响？

必须指出，过去的一个月里，伊朗至少两次离战

争门槛很近。伊朗示威者冲击英国大使馆事件发生

后。由于冲击大使馆是国际公认的、违反国际法公

约的严重事件，加上事件发生前，伊朗和英国外交关

系刚刚被降格为代办级，两国关系紧张，如果此时

“受害者”英国不顾一切作出“打”的决策和动作，其

盟国就算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勉力配合，国际社会也

会因为伊朗理亏在先而不便阻止。

尽管美、以曾多次扬言，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

人”、“外科手术”，但从前沿部署情况看，财力拮据、多线

铺摊子的美国并未真正做好和伊朗进行军事对决的准

备，伊朗是地区大国，且西邻伊拉克，东接阿富汗，北面隔

里海与俄罗斯相望，战略地位既重要又微妙，一旦开战，

小打无济于事，弄不好还会如“无人机事件”般自讨没趣，

大打则有把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甚至俄罗斯拖下

水的可能，这个险是美国如今不能冒、也不敢冒的。

美、以虽未准备好战争，伊朗却已准备多时：“封

锁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并非玩笑话，而是伊朗有能力

马上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大多数中东原油输出

的 必 经 之 路，而 中 东 又 占 世 界 能 源 需 求 供 应 量 的

70%，每天有 1500 万桶原油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根

据地缘政治学家斯塔夫的计算，这意味着波斯湾石

油出口总量 90%，或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 40%。

“玩笑”实际上是在公开提醒国际社会：全球石油

市场在面对伊朗战争威胁时是何等脆弱。鉴于霍尔

木兹海峡的重要意义，和它在战时极易被伊朗封锁的

现实，美国在考虑对伊朗动武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欧盟委员会月度统计资料显示，西班牙、希腊、

意 大 利 进 口 伊 朗 石 油 量 占 总 进 口 量 比 例 分 别 达

14.6%、14%和 13.1%，禁运将令这些经济情况糟糕的

国家不堪重负。

不仅如此，欧盟在 2011 年只占伊朗石油出口比

率 18%，而中国（20%）、日本（14%）、印度（13%）和韩国

（10%）都没有任何跟进的姿态。正如法国《新观察家

报》援引巴黎三大教授伊恩·理查所言，石油禁运的

结果，就是中、印等不参加制裁的第三世界国家把伊

朗石油生产份额瓜分，而美国和欧洲却要面对高涨

的油价——而这高油价恰是他们自己制裁伊朗所哄

抬上来的，“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

有欧洲媒体指出，最害怕对伊朗实施石油制裁

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一旦石

油制裁生效，油价将暴涨，并冲击本就糟糕的美国和

欧洲经济，这将令美国本土产业，以及美国和各主要

贸易伙伴间的经贸往来受到重创。

伊朗石油出口的 18%，也就是每天 450000 桶是销

往欧洲的。一旦制裁，意大利和希腊这些依靠伊朗石

油勉强维持经济的欧盟问题国家，将会陷入雪上加霜

的局面。与之相反，伊朗 20 年来早已习惯了制裁，也

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应对方法，如今他们早已售出未来

4 个月的石油，而且还有自己独立的客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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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玉 柴 集 团 第 460 万 台 发 动 机 暨 第 3 万

台 新 能 源 YC6LN-50 发 动 机 在 广 西 玉 林 下 线 。

这 是 玉 柴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里 程 碑，标 志 着 玉 柴 燃

气 发 动 机 不 仅 实 现 了 专 业 化 方 面 的 领 先，而 且 实

现 了 量 的 突 破，在“ 绿 色 发 展”的 道 路 上 又 迈 出 新

的 步 伐。

图为新能源发动机下线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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