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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分析了中国隐含能源国际流动规模和流向。结果发

现，中国一直是隐含能源净出口国，且是总的能源 ( 直接能源 +隐含能源) 净出口国; 中

国隐含能源进出口呈现“双大于”特征; 可喜的是，中国隐含能源出口高速增长阶段已经

过去，2013 年和 2014 年增速已降低到 2%以下。与此同时，中国隐含能源流向发生了重

大变化，流向传统重点贸易地区的隐含能源呈现增长停滞和下降的趋势，而流向世界其他

地区的隐含能源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中国进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隐含能源所占比重下

降，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隐含能源所占比重上升。为适应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应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隐含能源出口规模，从而为降低中国能源直接

进口规模创造条件; 同时，应更加关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隐含能源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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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与文献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 ( IFIAS) 首次提出了 “隐含流” ( Embodied Flow)

概念，用以分析产品生产过程中污染的排放及对资源的消耗。现在，Embodied后面加上资源或污染

排放物的名称，如隐含能 ( Embodied Energy) 、隐含碳 ( Embodied Carbon) 、隐含污染 ( Embodied

Pollution) 等都是“隐含流”概念的衍生。另外，“虚拟水” “生态足迹”等也是 “隐含流”概念

的衍生。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往往在另一国或多国消费，产品的生产国通过出

口贸易实际上承担了消费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因此，产品国际贸易的过程同时也是隐含资源

环境要素流动的过程。

隐含能源是指在经济生产系统中产品 ( 服务) 的加工、制造、运输等生产全过程中，直接或间

接能源消耗。在国际贸易引起的资源环境要素隐含流方面，隐含能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隐含能

源流动规模和流向可以和直接能源贸易进行对比分析。其他的资源环境要素比如水、土地、碳排

放、“三废”排放等，因为现实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进出口贸易，无法进行进出口贸易直接流动与隐

含流动的对比分析，因此这方面研究有所不足。基于此，本文开展隐含能源研究，并将隐含能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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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模和流向与直接能源进出口贸易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我国较早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陈迎等 ( 2008) 和顾阿伦等 ( 2010) ，特点是将隐含能源与

隐含碳排放结合在一起研究。陈迎等 ( 2008) 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中国进出口产品的内

涵能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自 1993 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通过外贸商品进出口，中国是

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大国。2002 年，内涵能源净出口达 214 亿吨标煤，约占当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

量的 16%，内涵排放净出口 115 亿吨碳。陈迎等预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在不考虑部

门投入产出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的内涵能源净出口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顾阿伦等
( 2010) 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利用中国 2002 年、2005 年和 2007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出口产品

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排放，结果显示进出口加工贸易对核算中国进出口内涵能源及碳排放有重要影

响: 中国出口产品内涵能源 ( 以碳当量计) 由 2002 年的 2. 09 亿吨增加到 2005 年的 5. 91 亿吨，占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 13. 11%增长到 25. 04% ; 同时中国进口产品内涵能源也呈增长趋势，

净出口的内涵能源 2007 年达到 2. 61 亿吨，占全年能源消耗总量的 9. 30% ; 中国依然是净出口内涵

能源大国。

接下来的研究逐步将隐含能源与隐含碳问题分开，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研究，而专门

研究隐含能源的文献反而很少。谢建国和姜佩珊 ( 2014) 基于能源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 1995 年、

2000 年和 2005 年的中国隐含能源流动情况，结果表明，1995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能源净出口国，

而且，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王磊 ( 2015) 基于六个国家和地区共九张投入产出表对

我国 2000 ～ 2013 年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规模进行了估算，发现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长期处于净

出口状态，这也使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雪上加霜，2000 年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出口净值为 0. 59 亿吨

标煤，2013 年为 7. 42 亿吨标煤，年均增速近 30%。该文认为，只有基于消费侧研究才能反映一国

能源真实消耗规模，而我国备受指责的高能耗问题，其中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为世界他国的出口产品

生产消耗。

近期的研究，除了测算隐含能源流动规模外，更加关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隐

含能源流向关系。崔连标等 ( 2014)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采用 GTAP8. 0 数据库，从隐含能源

的视角对全球能源消费结构重新进行了解剖，结果显示 2007 年国际贸易隐含能源约占当年世界能

源总消耗的 34% ; 在世界能源消费重心东移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直接能源净进口量中的 53%会以

贸易隐含能源的形式再次净出口至欧洲和北美地区; 中国不再是能源净进口国，在所有国家中中国

隐含能源净出口量最高; 相比生产端核算原则，基于消费者统计口径，中国和印度能源消费下降，

美国和日本能源消费增长。韦韬和彭水军 ( 2017)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MＲIO 模型) ，测算

了 1995 ～ 2009 年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能源转移情况，发现研究期间中国除燃气和新能源外均属

于隐含能源净出口国; 主要发达经济体生产侧能耗几乎没有变化，但消费侧能耗却在逐渐增加，属

于隐含能源净进口国; 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侧和消费侧能耗虽均大幅度增长，但发达经济体消费引致

的新兴经济体隐含能源规模远大于后者自身消费引致的规模。刘会政和李雪珊 ( 2017) 运用 MＲIO

模型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数据，测算了 2011 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源，考察了我国隐

含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情况。结果显示，2011 年中国净出口隐含能源超过 6 亿吨标煤，已成为

隐含能源净出口国，其中向美国输出的隐含能源最多; 相比于 “生产者负责原则”，我国基于 “消

费者负责原则”测算的能源消费量下降了 11. 84%，这一比例也就是我国通过贸易将生产中消耗的

能源用于满足其他国家的消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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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存在以下特点和不足。第一，能源 “隐含流”问题研究较

少，亟待加强。与直接能源贸易研究相比，隐含能源流动问题研究偏少; 与其他隐含流问题如隐含

碳研究相比，隐含能源研究也是非常少的。第二，几乎所有研究都认为中国是隐含能源净出口国，

并且认为隐含能源进出口规模和净出口规模呈现增长态势，但是很少有研究将这种隐含能源国际流

动与直接能源国际贸易进行对比分析。个别研究如崔连标等 ( 2014) 对比分析了隐含能源和直接能

源贸易的规模，但仅对单个年度 ( 2007 年) 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缺乏连续系统的数据分析。第

三，多数研究数据陈旧，不能反映最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极个别研究延展至 2013 年，多数研究在
2009 年之前，这主要是因为所能收集到的世界 ( 包括各国) 投入产出表限制造成的。多数研究采

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 网站公布的投入产出表，而该网站

此前公布的 2013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主表截至 2011 年，卫星账户仅到 2009 年。第四，研究精度

有待提高。前期相关研究多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对于研究精度显然是不够的。后期才有部

分研究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但即使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于不同国家的能源消耗系

数，由于处理比较粗糙 ( 比如简单地以出口国能源消耗系数来代替进口国的能源消耗系数，或者简

单地以第三国能源消耗系数来替代) ，致使不同研究数据差别很大。

本文试图克服上述缺陷，创新与特色之处主要有: 一是将中国隐含能源国际流动规模与直接能

源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是数据较新且具有连续性，反映最新的隐含能源流动规模和流向

的新变化。本文利用最新版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网站于 2017 年 9 月

公布了 2016 年版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已更新至 2014 年，这对测算最近中国隐含能源国际流动

的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是目前比较前沿的一

种测算方法，从而使得测算数据更为精确。

二、研究方法、数据处理与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利用 WIOD网站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及其卫星账户，对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源规模和流

向进行测算分析。

( 一)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根据投入产出模型，一个国家各部门的产出和需求恒等式为:

AX + Y = X ( 1)

其中，A为该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X为该国的总产出向量，Y为国家的最终需求向量。

由式 ( 1) 变换可得:

X = ( I － A) － 1Y ( 2)

其中，( I － A) － 1为该国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令 e = ( e1，e2，…，en ) 表示一个国家 ( 地区) 各部门的能源消耗系数矩阵，ei表示第 i部门的直接

能源消耗系数。且计算公式为:

ei =
ECi

xi
( 3)

其中，ECi表示第 i部门的能源消耗量，xi表示第 i部门的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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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之间的隐含能源流动规模的计算公式为:

Ea，b = ea × ( I － Aa )
－1 × Exa，b ( 4)

其中，Ea，b为 a国出口至 b国引致的隐含能源量，ea为 a 国行业部门的能源消耗系数向量， ( I － Aa )
－1

为 a国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Exa，b为 a国到 b国的行业部门出口规模向量。

根据式 ( 4)，将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隐含能源量进行加总，得到中国出口侧流出的隐含能源总量:

ECEX = ∑
n

i = 1
ec × ( I － Ac )

－1 × Exc，bi ( 5)

中国进口侧流入的隐含能源总量为:

ECIM = ∑
n

i = 1
ebi × ( I － Abi )

－1 × Exbi，c ( 6)

其中，ECEX、ECIM分别代表中国流出的隐含能源总量、流入中国的隐含能源总量; ec、ebi分别代表中

国、他国的能源消耗系数; ( I － Ac )
－ 1、 ( I － Abi )

－ 1分别代表中国、他国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Exc，bi、Exbi，c分别代表中国出口额和中国进口额。

(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办法

1. 数据来源。本文对中国隐含能源流动规模的计算，基于 WIOD网站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包括

2013 年公布的 1995 ～ 2011 年间的 40 个国家 ( 地区) 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 2016 年

公布的 2000 ～ 2014 年间的 43 个国家 ( 地区) 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各国能源消耗系数的

计算，则主要依据 WIOD 网站于 2013 年公布的 1995 ～ 2009 年间的能源账户数据表。后续年度

( 2010 ～ 2014 年) 空缺的数据则依据各国官方统计网站提供相关资料来测算补齐，相关资料包括国

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等数据。

2. 数据处理。注意到 WIOD网站 2013 年和 2016 年两个年度公布的各国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在国

家数量和行业部门分类上的不一致，以及后续年度 ( 2010 ～ 2014 年) 有关能源的卫星账户数据的

缺失问题，为保证计算的完整性，本文首先需要对两个年度公布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使之标准

化，对后续年度缺失的能源消耗系数进行估算补充。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行业部门的归并与统一。2013 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是根据 ISIC Ｒev. 3 标准，建立的35 ×

35 的行业部门统计框架，而 2016 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则是根据 ISIC Ｒev. 4 标准，建立的 56 × 56 的

行业部门统计框架。为了统一投入产出表的框架和计算口径，需要对 2016 年公布的 2012 ～ 2014 年

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部门做出合并、拆分和调整，其中的行业部门拆分根据 2011 年的行业数据进

行同比例拆分，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分调整，行业部门调整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个版本的投入产出表行业部门调整对照表

ISIC Ｒev. 3 编码 名称 ISIC Ｒev. 4 编码

AtB 农、牧、林、渔业 A01，A02，A03

C 采矿和采石 B

15t16 食品、饮料和烟草 C10 －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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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SIC Ｒev. 3 编码 名称 ISIC Ｒev. 4 编码

17t18 纺织品和纺织 C13 － C15

19 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 C13 － C15

20
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 ( 家具除外) 、

草编制品及编织材料物品制造
C16

21t 22 纸浆、纸和纸板的制造 C17，C18

23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C19

24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 C20，C21

25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 C22

26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C23

27t 28 基本金属制造 C24，C25

29 机械设备除外的金属制品制造 C28

30t 33 电气和光学设备 C26，C27

34t 35 运输设备 C29，C30

36t 37 其他制造业、机械和设备的修理 C31 － C32，C33，E37 － E39

E 电力、天然气和供水 D35，E36

F 建筑业 F

50 批发和零售业; 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G45

51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G46

52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 G47

H 运输与存储 I

60 其他的内陆运输 H49

61 其他水上运输 H50

62 其他航空运输 H51

63 其他支持和辅助运输活动; 旅行社活动 H52

64 邮电 H53，J58，J59 － J60，J61

J 金融中介 K64，K65，K66

70 房地产 L68

71t 74 并购中的租赁与其他商务活动
J62 － J63，M69 － M70，M71，
M72，M73，M74 － M75，N

L 公共行政与国防; 强制性社会保障; 制度保障 O84

M 教育 P85

N 健康与社会工作 Q

O 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Ｒ － S

P
家庭作为雇主的; 家庭自用、
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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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 ( 地区) 分组。本文兼顾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将 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

40 个国家 ( 地区) 划分为以下六个经济单元: 北美 ( 美国、加拿大) ，欧盟 ( 英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

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

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俄罗斯，亚洲发达经济体 ( 用日本、韩国来代表) ，亚洲新兴经济体

( 用印度、印度尼西亚来代表) ，世界其他地区 ( 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余下的巴西、澳大利亚 +

ＲOW +瑞士、克罗地亚、挪威三国) 。①

第三，部分年份部分国家 ( 地区) 能源消耗系数的估计。鉴于 WIOD网站公布的各国卫星账户

只有截至 2009 年的能源消耗数据，为此需要对 2010 ～ 2014 年缺失的各国能源消耗系数进行估算。

这里借鉴章辉和蒋瑛 ( 2016) 、刘会政和李雪珊 ( 2017) 提供的测算方法，具体估算办法是: 以前

一年的行业能源消耗系数，按照当年与前一年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 GDP) 能耗的比值，进行同比

例调整。即:

e当年 = e前一年 × 当年单位 GDP能耗
前一年单位 GDP能耗

( 7)

此外，需要对能耗单位进行换算。因为 WIOD网站卫星账户公布的能源数据，采用的单位是万

亿焦耳 ( TJ) ，而国内能源测算使用的单位多为标准煤，因此要对能源数据进行单位换算。换算标

准“1TJ = 34. 15 吨标准煤”，从而将能源消耗单位统一由焦耳转化为标准煤。

三、中国隐含能源进出口规模分析

经过上述调整和计算，2000 年以来中国隐含能源进出口 ( 流入流出) 状况如表 2 所示。分析

表 2 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不仅是隐含能源净出口国家，而且是总的能源 ( 直接能源 +隐含能源) 净出口国

家。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国隐含能源进口和出口均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隐含能源出口始终大于隐

含能源进口，2000 ～ 2014 年前者年度规模一般是后者的二三倍，2000 ～ 2014 年隐含能源累计出口

为 1513846 万吨标煤，隐含能源累计进口为 606445 万吨标煤，前者是后者的 2. 5 倍，期间隐含能源

净出口累计达到 907401 万吨标煤。

进一步结合我国能源进出口情况分析，可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表 2 数据显示，在直接能

源贸易方面，我国一直是能源净进口国，并且这个数据是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我国净进口能源 2000

年为 5000 万吨标煤，2014 年增长到 69054 万吨标煤。但是，在隐含能源方面，我国却一直是能源

净出口国，并且这个数据总体上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00 年隐含能源净出口规模为 22635 万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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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 2013 年版的 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相比，2016 年版的 WIOD 世界投入产出表多出了瑞士、克罗地亚、挪威三个国家，

为统一比较口径，仍将这三国归入世界其他地区。本文中北美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未包括墨西哥，主要是考虑将北美视为发达经

济体，而墨西哥并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认定的发达经济体。墨西哥被归入世界其他地区。在 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

的 40 个国家 ( 地区) 中，亚洲的日本、韩国属于 IMF认定的发达经济体，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属于新兴经济体，其他亚洲国家都

在 ＲOW中 ( 世界其他地区) 。由于中国属于亚洲，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为更详细了解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隐含

能源流动问题，本文将亚洲分为两大块: 亚洲发达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亚洲其他国家 (地区) 因为世界投入产出表中未明确

列示，而被归入世界其他地区中。需要注意的是: 受世界投入产出国家 (地区) 数据限制，本文的北美 ( 未包括墨西哥)、欧盟 ( 未

包括克罗地亚)、亚洲发达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均是狭义的，有部分国家归入世界其他地区，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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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2014 年增长到 90009 万吨标煤。两相汇总，我国实际上一直是能源净出口国， ( 直接 +隐含)

能源总净出口规模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峰值出现在 2007 年，达到
55979 万吨标煤; 国际金融危机后， ( 直接 +隐含) 能源总净出口规模相对稳定，维持在 16000 ～

23000 万吨标煤的规模水平上。由此，( 直接 +隐含) 能源总净出口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在高点

时超过 20% ( 如 2006 年达到 20. 9% ) ，金融危机后这一比重出现显著下降，但仍超过 4% ( 如最低

点的 2013 年占比为 4. 1% ) 。

第二，中国在能源进出口方面呈现“双大于”特征。根据表 2 数据分析，还可揭示出我国在能

源进出口方面，呈现“双大于”特征，即隐含能源出口规模大于直接能源进口规模、隐含能源净出

口规模大于直接能源净进口规模。事实上，2000 ～ 2014 年隐含能源出口规模远大于直接能源进口规

模，一般地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以上，2001 ～ 2008 年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及以上。累计下来，2000 ～

2014 年隐含能源出口规模合计数为 1513846 万吨标煤，直接能源进口规模合计数为 609895 万吨标

煤，前者是后者的 2. 48 倍。2000 ～ 2014 年隐含能源净出口规模同样要大于直接能源净进口规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是远大于的关系，危机后有所收窄。累计下来，2000 ～ 2014 年隐含能源

净出口规模合计数为 907401 万吨标煤，直接能源净进口规模合计数为 461619 万吨标煤，前者是后

者的 1. 97 倍。

表 2 中国能源进出口情况

年份
直接能源进出口 ( 万吨标煤) 隐含能源进出口 ( 万吨标煤)

进口 出口 净进口 进口 出口 净出口

( 直接 +隐含)
总净出口
( 万吨标煤)

能源消
费总量

( 万吨标煤)

总净出口
占能源消
费比重 ( % )

2000 14327 9327 5000 17202 39837 22635 17635 146964 12. 0

2001 13471 11145 2326 19375 40411 21036 18710 150406 12. 4

2002 15769 11695 4074 24176 48051 23875 19801 159431 12. 4

2003 20048 12989 7059 29557 63442 33885 26826 183792 14. 6

2004 26593 11646 14947 35395 81222 45827 30880 213456 14. 5

2005 26823 11257 15566 35625 95884 60259 44693 261369 17. 1

2006 31171 10925 20246 36698 110901 74203 53957 258676 20. 9

2007 35062 9995 25067 40238 121284 81046 55979 280508 20. 0

2008 36764 9955 26809 40900 121178 80278 53469 291448 18. 3

2009 47313 8440 38873 40664 102266 61602 22729 306647 7. 4

2010 57671 8803 48868 50271 119256 68985 20117 360648 5. 6

2011 65437 8449 56988 56171 129957 73786 16798 387043 4. 3

2012 68701 7374 61327 57186 144697 87511 26184 402138 6. 5

2013 73420 8005 65415 63837 146301 82464 17049 416913 4. 1

2014 77325 8271 69054 59150 149159 90009 20955 425806 4. 9

合计 609895 148276 461619 606445 1513846 907401 445782 4245245 10. 5

资料来源: 直接能源进口、出口和能源消费总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历年) “综合能源平衡表”; 隐含能
源进口、出口根据计算而得。

·02·



2018 年第 25 期 /总第 2873 期

第三，中国隐含能源出口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表 2 的数据计算，可以得到，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隐含

能源出口规模年均增长率都比较高，一般在 10%以上;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隐含能源出口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但是很快又重拾增长态势，2010 ～ 2012 年平均增长率仍

高于 10% ; 不过，2013 年和 2014 年则出现了低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低于 2%。这种增长速度的变

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增速变化、国内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

综合反映，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四、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隐含能源进出口状况

表 3 显示了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隐含能源进出口 ( 流入流出) 状况。

第一，中国流向传统重点贸易地区隐含能源呈现增长停滞和下降的趋势，而流向世界其他地区

的隐含能源呈现较快增长态势。表 3 数据显示，在隐含能源流出方面，中国流向北美、欧盟、亚洲

发达经济体的隐含能源在 2011 年之后呈现增长停滞或下降的趋势，2011 年流入到这三个发达地区

的隐含能源合计为 79505 万吨标煤，2014 年则下降到 69505 万吨标煤; 而与此相反，中国流向俄罗

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隐含能源仍在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 2014 年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隐含能源较

2011 年增长了 76%。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以来因贸易格局变化而导致隐含能

源流出的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所产生的贸易格局变化，进而产生隐含能源流

出格局的积极变化; 另一方面，也要高度注意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可能产生

的隐含能源流出问题。考虑到世界其他地区更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我们也可以说，近

年来出口到发达经济体的隐含能源比重下降，而出口到新兴经济体的隐含能源比重上升。

表 3 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的隐含能源进出口状况 单位: 万吨标煤

年份

隐含能源出口

北美 欧盟 俄罗斯
亚洲发达
经济体

亚洲新兴
经济体

世界其
他地区

合计

2000 11471 8557 225 9073 1304 9207 39837
2001 11169 8518 317 9052 1289 10066 40411
2002 13057 9308 455 10093 1438 13701 48051

2003 16307 12896 598 13241 1828 18572 63442
2004 21327 16703 654 16788 2279 23472 81222
2005 25597 19329 905 18282 2968 28804 95884

2006 28611 23200 1445 19638 3993 34014 110901
2007 28942 27030 2305 19538 4751 38717 121284
2008 27434 26597 2432 19152 4948 40616 121178

2009 24243 22483 1853 16774 5101 31812 102266
2010 27070 26030 2650 19701 6068 37736 119256

2011 28059 28591 3146 22855 7419 39887 129957
2012 24806 22292 3430 20877 5850 67442 144697
2013 23880 23916 3632 20557 5797 68518 146301
2014 24798 23555 3429 21152 5898 70329 14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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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隐含能源进口

北美 欧盟 俄罗斯
亚洲发达
经济体

亚洲新兴
经济体

世界其
他地区

合计

2000 1415 1292 2438 4547 1331 6177 17202

2001 1500 1496 2401 4918 1320 7741 19375

2002 1592 1704 2859 5834 1562 10625 24176

2003 1923 1964 2970 6958 1676 14065 29557

2004 2422 2224 3294 8410 1728 17317 35395

2005 2562 2022 3436 8993 1808 16804 35625

2006 2861 2272 2710 10324 1910 16621 36698

2007 3704 2449 2683 11594 2044 17765 40238

2008 4225 2694 2664 11268 2026 18024 40900

2009 4050 2894 3294 10090 2547 17790 40664

2010 5509 3903 3597 13221 3560 20480 50271

2011 6626 4427 4943 14879 4411 20885 56171

2012 4697 3675 3776 11864 4084 29091 57186

2013 5055 3494 2805 13272 3801 35410 63837

2014 5073 3398 2892 12972 2829 31987 59150

第二，中国进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体隐含能源所占比重出现下降，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隐含能

源所占比重上升，这一比重已超过 50%。根据表 3 数据计算可得，2000 年中国从北美、欧盟、亚

洲发达经济体流入的隐含能源合计为 7254 万吨标煤，2011 年上升到 25932 万吨标煤，此后停止增

长，2014 年仅为 21443 万吨标煤。与此同时，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流入的隐含能源 2000 年以来几

乎一直成上升态势，2012 年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隐含能源所占比重已经达到 50. 9%，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55. 5%和 54. 1%。

第三，从隐含能源流入流出双向情况来看，中国都呈现隐含能源净流出状况。图 1 显示的是中

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隐含能源流入流出状况。在 2002 年及以前，尚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兴经

济体呈净流入状态，此后，亚洲新兴经济体从净流入状态转向净流出状态; 2013 年开始，俄罗斯也

从长期以来的净流入状态变成净流出状态。至此，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隐含能源均呈净流出

状态。图 2 则显示了隐含能源净出口占比情况，北美、欧美和亚洲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都出现显著

下降，而其他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上升态势显著。与 2000 年

相比，2014 年净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隐含能源所占比重上升了 29. 2%，而俄罗斯由负转正，所占

比重上升了 10. 4%。

五、结论与启示

( 一)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测算，发现近年来中国隐含能源进出口规模和流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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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隐含能源净出口规模

图 2 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隐含能源净出口占比情况

200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隐含能源净出口国，且规模巨大，由此导致中国成为总的能源 ( 直接能

源 +隐含能源) 净出口国，尽管中国是直接能源净进口国。第二，中国不仅是总体上的隐含能源净

出口国，而且在中国与各经济体之间，近年来 ( 2013 年及以后) 中国均扮演了隐含能源净出口国

角色。第三，中国隐含能源进出口呈现“双大于”特征，即隐含能源出口规模大于直接能源进口规

模、隐含能源净出口规模大于直接能源净进口规模。第四，中国隐含能源出口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

束 ( 2013 年以后转向低速增长) ，今后很有可能转为负增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经济正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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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五，中国流向传统重点贸易地区隐含能源呈现增长停滞和下降的

趋势，而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隐含能源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或者说，近年来出口到发达经济体的隐

含能源比重下降，而出口到新兴经济体的隐含能源比重上升。与此同时，中国进口来自主要发达经济

体隐含能源所占比重出现下降，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隐含能源所占比重上升，这一比重已超过 50%。

( 二) 启示

第一，国际上关于“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资源环境威胁论”等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我

国每年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但同时我国又以更大的规模出口能源，只不过这种出口的

方式是以隐含流的方式进行。中国每年消耗的能源很大程度上是为生产出口产品而消耗的，中国的

能源消耗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消耗。

第二，与此相联系，在有关气候变化谈判和其他相关国际资源环境议题领域，我国应主张 “消

费者责任”，坚决摒弃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生产者责任”和“属地原则”。

第三，我国应高度重视隐含能源流向的新变化。从格局变化来看，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我国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隐含能源流入流出都占据主导地位。考虑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包含众多的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包含诸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时，更加注重隐含能源流动问题。这也要求我们在开展进一步研究时，尽可能参与到细化编制世界

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工作中去，以便更准确反映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第四，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应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

优化经济结构，更加集约利用能源，尽快降低隐含能源出口规模，从而为降低中国能源直接进口规

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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