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

工 作 论 文

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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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修正的投入产出法，依据 2001-2012年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

据，对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中国是典型的隐含能净出口国，且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贸易中的隐含能逆差也在不断上升；同时，中国的进出口结

构和贸易规模对进出口隐含能的变动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且进出口隐含能集中在国内完耗系

数相对较高的产业。

关键词：对外贸易；隐含能；投入产出法；能耗系数

一、引言

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对外贸易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货物贸易的发展尤

为迅速。至 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已排名世界第二，其中出口第一、进口第二。由于出

口的物质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因而随着生产和外贸规模的扩大，中国的

能源消费总量也开始迅速增加。2001 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 14.3 亿吨标准煤，到 2012
年，能源消费总量就高达 34.1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2.38倍。在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长的过

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种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为中国能源供应和

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直

接和间接消耗的总能源，即隐含能问题。由于出口贸易是能源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因

而学者们也开始将隐含能问题结合到贸易中去研究。

目前对于贸易中隐含能问题的研究，国外开展的比较早。如Wyckoff & Roop(1994)最早



对产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中的能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
[1]
。Machado等(2001)构造了产

品-部门能源混合型投入产出表，发现巴西是能源净出口国，且其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耗强度

比进口产品能源消耗强度高 40%[2]。Christopher & Matthews (2007)采用多边投入产出模型测

算了 1997-2004年美国七大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内涵能源排放，发现其扩增的进口贸易量和贸

易模式的转变会使美国的贸易内涵污染不断上升，导致环境不断恶化[3]。Kahrl & Roland
Holst (2008)将投入产出表应用于中国，发现 2002年以来，出口贸易导致了中国能源消费增

加 [4]。相比较于国外，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李坤望和孙玮（2008）通过编制混合型能源投

入产出表，发现：中国普通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输入输出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

贸易量，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净输入能源[5]。齐晔等人 (2008)利用投入产出法，估

算了 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发现中国是一个能源净输出国，且中国进口

的能源又以出口产品的形式输出到了国外[6]。罗思平等(2010)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工具，对

1997-2006年中国隐含能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隐含能出口量远大与进口量，是隐含

能净出口大国[7。许冬兰、董博（2012）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 1997、2000、2002、2005、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进行了估算，揭示了中国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后存在着严重

的生态逆差的问题 [8]。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国际贸易隐含能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取得了很多进展。但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大

多数学者在研究隐含能问题时均采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但在该方法应用过程中，往往忽略

了加工贸易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从而高估出口贸易隐含能；且受制于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年份

的限制，大多学者研究的是与投入产出表相对应年份的隐含能或直接用相近年份的投入产出

数据代替缺省年份，缺乏连续性；同时，在估算进口贸易隐含能时，很多学者一般选用了本

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替代，忽略了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影响。本文在参考上述国内外文献的基

础上，对于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和数据做出了一些修正和调整。具体包括：一是，在计算中剔

除了中间投入品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二是，利用能耗系数对进口贸易隐含能的计算公式作了

技术修正；三是，借助相关参数，对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处理，以便于连续、动态地考察中

国进出口贸易中隐含能的变动趋势。

二、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说明

20世纪 60年代后期，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开始应用到能源和环境领域，来分析

进出口产品背后完全的隐含碳或隐含能。而利用投入产出法所计算出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

消耗系数可以全面地衡量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能，所以本文也选择这一方法。

1．引入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

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最基本的模型为： YAXX  （1）

式（1）中，X为各部门总产出列向量，AX为中间投入，Y为包含其他最终产品的社

会最终产品列向量，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其中，直接消耗系数是在生产经营中，生产 j
部门单位产品直接消耗的第 i部门的产品价值。一般用 ij 来表示，公式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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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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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入产出原理中，生产 j部门单位产品除了直接消耗的第 i部门的产品价值，还包括

通过中间投入品间接消耗的第 i部门的产品价值。二者加总就成为生产 j部门单位产品所完

全消耗的第 i部门的产品价值总量。若将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记为 B，则：

  IAIB  1
（2） 其中，I是与 A和 B相同阶数的单位矩阵。

2．剔除出口贸易中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

考虑到很多进口产品会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入国内生产环节，并通过贸易继续出口出去，

所以为了避免高估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消耗，我们需要对前面的基本模型进行修正。这



就需要先将中间投入划分为两部分：完全国内生产部分和从国外进口的部分。因而，我们可

以进行如下分解：
md AAA 

其中，
dA 为完全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mA 为国外进口的中间

投入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了便于计算，本文依据“按比例进口假设”，将各个部门国

外进口中间产品占国内中间产品总投入的比例记为矩阵M（进口系数矩阵），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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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 ijm 为矩阵M的元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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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M 为部门 i产品的进口量， iX 为部门 i产品的总产出， iEX 为部门 i产品的

出口量。则式（2）就可以修正为：

  IAIB d 
1

（3）
3．计算 j部门产品直接能耗系数和完全能耗系数

由于目前中国产品生产中一次性消耗的能源品种共有 8 种（煤炭、焦炭、原油、汽油、

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因此，本文主要计算这 8种能源的消耗系数。

其中，直接能耗是指 j部门的产品生产过程中所直接消耗的能源。则直接能耗系数的计

算公式为：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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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4）

式（4）中， je 表示 j 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 jX 表示 j 部门的总产出， jDE 表示第 j

部门的能源产值消耗。所有的 jDE 构成了直接能耗系数矩阵，记作 DE。

间接能耗是指 j部门的产品生产过程中通过中间投入品 i间接消耗的能源，将其与直接

能耗相加，就得到了完全能耗。若将完全能耗系数矩阵记为 CE，则：

   DEIAIC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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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导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消耗的计算公式

若将各部门出口额矩阵记作 EX，则出口贸易中隐含能消耗量的计算公式即可以推导出：

   EXDEIAIE d 
1E

理论上来讲，因为不同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不同，在计算进口贸易隐含能系数时，需要掌

握所有进口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和能耗情况。但这样的计算方式工作量太大，难以操作。出于

简化的目的，一般在计算时，大多数学者会假定国内外不存在技术差距，用本国的完全能耗

系数替代进口国家能耗系数。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简便，但容易造成较大误差。因而，为了尽

可能的减少误差，本文需要引进一个技术修订系数
t 。其中，

t 是估算出的中国进口产品

的平均能耗强度。对于
t 的估算，本文选择了中国主要的10个进口国家的数据，这10个国

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一直占到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剩余的进口国家则归为“其

它”类。 “其它”类的能耗强度本文选择了世界平均能耗强度来代替。则该技术修正参数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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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2,…,11）

其中，
t
rU 为 t 年中国从 r 国家或地区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份额；

t
rV 为第 r个国家或地

区能耗强度与中国能耗强度的比值。

若将各部门进口额矩阵记作 IM，则进口贸易的隐含能的计算也可以推导出：

   IMDEIAIE dt 
1

I 
则，外贸隐含能净差为 EB=EE-EI。当 EB>0时，表明该国为隐含能的净出口国，对外贸



易中存在环境逆差；当 EB<0时，表明该国为隐含能净进口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环境顺差。

（二）数据说明

1．投入产出数据

为了对 2001-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进行测算，本文投入产出数据主要采用了

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整理而得。但由于投入产出表

不是每年编写的，存在一些缺省年份。若以 2002、2005、2007、2010年这些基准年的数据

来取代整个 2001-2012年的消耗系数显然有失偏颇。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误差，对于基准年之

外年份的数据我们用最近年份的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替代，即 2001、2003 年用 2002
年的代替，2004年用 2005年的代替，2006、2008年用 2007年的代替，2009、2011、2012
年用 2010年的代替，并对其进行技术水平、价格指数和汇率三方面的修正，见表 1。

表 1 2001-2012 年中国能耗系数的修正参数

项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技术水平 1.03 1.00 1.05 1.01 1.00 1.05 1.00 0.95 1.05 1.00 0.98 0.96

价格指数 1.01 1.00 1.01 0.98 1.00 0.95 1.00 1.06 0.97 1.00 1.05 1.08

汇率指数 1.00 1.00 1.00 1.01 1.00 1.05 1.00 0.91 1.01 1.00 0.95 0.93

数据来源：价格指数和汇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其中，技术水平是根据 2001-2012 年中国不变价格的万

元 GDP能耗情况变化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3》。

2．能源消耗和进出口数据

能源消耗所需数据主要来自 2008年和 2013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
t 所需要的

各国 GDP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数据库，一次能源消费量来自于《BP能源统计年鉴 2013》。

而进出口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表 2 2001-2012 年进口贸易隐含能系数的技术修正参数

参数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λ
t

0.41 0.42 0.37 0.34 0.34 0.35 0.38 0.43 0.47 0.46 0.48 0.51

注：由于 BP统计的东盟成员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只有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六个国家的数据，因而，

在计算东盟的能耗强度时，仅用了这六个国家的数据。由于这六个国家占到中国从东盟进口的 95%以上，因而具有可替代性。

最后，由于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的分类是按照 HS编码制度，将货物分为 22大类，98
章。这种分类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投入产出表》并不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相对

可比较的分类系统，我们借鉴张晓平[9]的分类方法，将产业部门归结为 18类，见表 3。
表 3 行业划分及代码

代码 行业 代码 行业 代码 行业

S1 农林牧渔业 S7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S13 金属制品业

S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S8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S1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S3 金属矿采选业 S9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S1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S4 非金属矿采选业 S10 化学工业 S1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S5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S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S17 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S6 纺织业 S12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18 其它

注：由于“其它”类行业占中国进出口比例较低，若将其忽略不计不会影响最终的计算结果。因而，本文在后面的实证分

析中，主要选择了前 17类产业部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各行业直接和完全能耗系数

本文根据前面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可以计算出各行业的直接能耗和完全能耗系数。由于



投入产出数据主要来自 2002、2005、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因此，本文主要列出了

2002、2005、2007、2010年的直接能耗和完全能耗系数（如图 1和图 2）。

由图 1可知，各行业的直耗系数都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S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2）的下降幅度最大。其中，2010
年直耗系数最高的五个行业分别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1）、
化学工业（S1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S2）、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S9）；直耗

系数最低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S17）、电气和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S16）、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S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S15）、金属制品

业（S13）。

图 1 2002、2005、2007、2010 年中国各行业直接能耗系数

由图 2可知，各行业的完耗系数也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化学工业（S10）和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2）下降幅度最大。其中，2010年完耗系数最高的五个行业分别是：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2）、化学工业（S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1）、金属矿采

选业（S3）、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S14）；完耗系数最低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仪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S1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S2）、电气和机械及器材制造业（S16）、
服

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S7）、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S8）。

图 2 2002、2005、2007、2010 年中国各行业完全能耗系数

综上可知，在这 17个行业中，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都最高的行业分别是：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S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1）、化学工业（S10）；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

都最低的行业分别是：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S17）、电气和机械及器材制造业（S16）、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S7）。

同时，若考察能耗乘数（完全能耗系数与直接能耗系数之比），会发现，2002年能耗

乘数大于 1的行业仅有 6个，2005年增加到 7个，2007年又增加到 9个，至 2010年增加到

11个行业部门。这 11个行业中，能耗乘数较大的行业分别是：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S14）、
金属矿采选业（S3）、金属制品业（S13）、农林牧渔业（S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S15）。



其次为电气和机械及器材制造业（S16）、化学工业（S10）、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S5）、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S7）、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S8）、纺织业（S6）。这其中

绝大多数行业的直耗系数较低，但因行业的前后联系较强，所以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中间投入

消耗的能源较大，成为完耗系数相对较高的行业。因而，在降低能耗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除

了控制直耗系数较高的行业之外，对于能耗乘数较大行业的中间投入也需做出合理调整和安

排。

（二）贸易隐含能和环境逆差分析

1．对外贸易隐含能的整体分析

本文依据投入产出法，对 2001-2012 年的中国上述 17 个行业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能

（EE）、进口贸易隐含能（EI）和对外贸易隐含能净差（EB）进行了估算，结果如图 4 所

示。

图 4 2001-2012 年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变化趋势

（1）出口隐含能变化趋势

2001-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除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外，呈不断

上升的趋势。与 2001年相比，到 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了 7.7倍，年均增速达到 21%。

而从图 4中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能消耗量除 2004年、2009年
外，与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呈增长态势。这一期间，出口贸易隐含能从 2001
年的 3.16亿吨增长到 2012年的 7.81亿吨，增长了 2.47倍，年均增幅达到 10.85%。其中，

2004年的出口贸易隐含能有小幅度下降，这与 04年中国出口产品生产技术改进以及价格指

数相对偏低有关；2009年出口贸易隐含能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与同一时期出口贸易额大

幅度下降有关。而与此同时，2001-2012年期间，平均万元 GDP能耗量在不断降低，由 2001
年的 1.37吨标准煤/万元降低到 2012年的 0.70吨标准煤/万元，说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在

不断改进。但是，由于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度扩展，因出口增长所产生的隐含能超过因国内

技术水平提高所减少的隐含能，最终使得出口隐含能仍呈现增长势头。

此外，从图 4中还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出口隐含能占我国当年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虽然每年都有变动，但平均维持在 23.48%，占比较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能源消

耗中有四分之一左右不是由国内消费引起的，而是由国外消费需求带来的。

（2）进口隐含能变化趋势

2001-2012年间中国进口贸易发展也非常迅速，与 2001年相比，到 2012年中国进口贸

易增长了 7.2倍，年均增速达到 21%。而从图 4中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中国进口



贸易隐含能消耗量除 2004、2006、2009年外，与进口贸易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保持一致，但

是其增速明显慢于进口贸易增长速度，同时与出口贸易隐含能差距较大。这一期间，进口贸

易隐含能从 2001年的 1.76亿吨增长到 2012年的 3.46亿吨，增长了 1.97倍，年均增幅达到

7.76%。其中，2004、2006年的进口贸易隐含能有小幅度下降，这与国外相对能耗强度的降

低和同期中国价格指数相对偏低有关；2009年进口贸易隐含能的下降，主要与同期进口贸

易额下降有关。此外，从图 4中还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中国进口贸易隐含能占中

国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平均维持在 10.24%的水平，并有下降趋势。这说明通过进口贸

易转移中国国内能源消耗压力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

（3）对外贸易环境逆差

从图 4中可以看出，2001-2012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能消耗量明显超过进口贸易

隐含能消耗量，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净差大于零。这表明，中国是贸易隐含能净出口国，在

对外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环境逆差。在这一期间，除 2009年外，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净差

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从 2001年的 1.40亿吨增长到 2012年的 4.35亿吨，增长了 3.11倍，年

均增幅达到 14.65%，明显快于出口贸易隐含能和进口贸易隐含能的增长速度。并且，从外

贸差额与隐含能净差的比较来看，外贸环境逆差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随

着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对外贸易隐含能净差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2．对外贸易隐含能的部门分析

（1）出口隐含能的部门分析

经过计算发现，2001-2012年期间，尽管各行业出口隐含能存在调整变动，但总体来看，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能主要集中在五个行业：化学工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见图 5）。

图 5 中国出口产品中隐含能的部门分析

这五个行业的出口隐含能在整个中国出口隐含能总量中的比重平均在 80.80%。其中，

化学工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分别占到国内出口隐含能总量的

34.39%、22.48%。在这五个行业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这三个行业的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在所有行业中最高；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直耗系数较

低，但完耗系数较高；纺织业的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一般，但能耗乘数大于 1。由此可知，

中国少数产业部门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出口隐含能，且能耗系数对出口隐含能的增加有着非常

明显的影响。

（2）进口隐含能的部门分析

2001-2012年，中国进口贸易隐含能也主要集中在五个行业：化学工业、通用和专用设

备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林牧渔业（见图 6）。



图 6 中国进口产品中隐含能的部门分析

这五个行业的进口隐含能占整个中国进口隐含能总量的比重平均为 85.73%。其中，化

学工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最高，平均分别占到中国进口隐含能总量的 49.10%、

13.92%。在这五个行业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直耗系数和完耗系数在所

有行业中最高，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林牧渔业的直耗系数一般，但完

耗系数较高，能耗乘数较大。这说明进口贸易隐含能的变动与进口产品能耗系数的变动也是

密切相关的。

（3）各产业部门的贸易隐含能净差

从贸易隐含能净差来看，2012年隐含能净进口行业有 6个，净出口行业有 11个。这 6
个隐含能净进口行业分别是：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工业、农林牧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为了减少国内能源消耗，对这些隐含能净

进口行业中能耗系数较大的行业，应该限制其出口，鼓励进口。特别是如化学工业这样贸易

逆差较小，但综合能耗强度（各产业贸易隐含能净差\产业贸易差额的比值）较高的行业，

应禁止其出口，继续扩大进口。而如仪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因其能耗系数较低，综

合能耗强度较低，可以鼓励其出口。

而另外 11个隐含能净出口行业都保持了贸易顺差，本文按贸易顺差额和综合能耗强度

的大小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贸易顺差额高和综合能耗强度相对高的产业，包括通

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第二类是贸易顺差额高和综合能耗强度相对低的

产业，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电气和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第三类是贸易顺差额低和综合能耗强度相对高的产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第四类是贸易顺差额低和综合能耗强度相对低的产业，包括金

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这四类行业中，因为第二类、第

四类是综合能耗强度相对较低的行业，应允许其出口，特别是第二类行业对贸易顺差额贡献

较大，应加以鼓励。第一类虽然对贸易顺差额的贡献也很大，但由于其综合能耗强度也较大，

应对其出口加以限制。第三类对贸易顺差额贡献较小，且综合能耗强度较大，应禁止其出口，

并加大进口。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能、进口贸易隐含能和对外贸易隐含能净差三个量的估算和分

析表明：

（1）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能源输出国。随着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贸易中的隐含能消耗

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在巨大的贸易顺差背后，隐藏着严重的能源需求压力，并在逐年加重。

（2）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对进出口隐含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进出口结构和贸易规模对



进出口贸易隐含能的影响更为明显。

（3）中国进出口隐含能行业集中，国内少数产业部门，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贸易隐含能，

且这些行业的完耗系数相对较高。

因而，本文认为要改变中国出口隐含能不断增加、隐含能净差扩大的现象，减少能源

需求压力，可以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1）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应积极区别“生产者负责制”和“消费者负责制”两种责任

界定原则，结合中国进出口商品中隐含能情况，要求国际社会合理确定环境保护责任和目标。

（2）不断改进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消耗。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和企业改变意识，加大推

广和运用各种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并鼓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考虑很多发达国家拥有良

好的技术能力，要加大国际技术合作。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贸易结构。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能源安全

目标的实现[10]。因而，可以根据本文所分析的行业能耗系数的大小，调整产业结构，合理

安排生产。并推行合理的环境贸易政策，限制较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比重，鼓励能耗较高产品

的进口，并增加能耗乘数较大行业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以减少国内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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