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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
效率型集约增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
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态”的发展特征，本文基于中长期环境经济预测模型定
量测算了2020年我国社会经济、能源和水资源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和特征。结果表明，“十三五”
期间，我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增长将趋缓，新增消耗量进入涨幅收窄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将从源头上
减轻新增污染减排的压力，主要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将进入高位平台期，排放强度将呈现高位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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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0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从

10.4% 持续下降到 2014 年的 7.4%。同时，中国产业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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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 2006 年

以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需求主

体，中国的经济驱动力也逐渐从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开始进

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所谓“新

常态”，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

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

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

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经过三十

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主要表现

为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

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

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

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 [1]。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

转向中高速，而且伴随着深刻的结构变化、发展方式

变化和体制变化 [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保护将

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如

何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需要深入理解

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态”的发展特征，

为科学编制国家“十三五”环保规划提供重要预判。

本文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预测主要是基于中

长期环境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以经济发展情景为依

据，通过建立资源能源以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机

理关系开展预测。分别包含经济社会预测模块、资源

能源消耗预测模块、环境污染产排放预测模块 [3-5]，

采用历年统计数据获得关键技术参数 [6-7]。本研究根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

经济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等机构对中国 2015—2020

年经济形势预测报告 [8-10]，设定“十三五”期间 GDP

增长方案，预测到 2020 年中国资源能源消耗量和主

要污染物产排放量。本文预测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主要来源于新常态下中国未来经济走势、能源结构调

整和新型能源技术突破、污染减排目标和技术变化等。

1 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判断

1.1 经济总量继续扩大，但增速明显放缓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下行

压力，深刻的结构变化和动力机制变化将继续递进。

经济增速将由高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时期，根据权威

研究机构判断，“十三五”期间我国 GDP 增速将保

持在 6.5%~7% 的区间，为此本文设定了三种增长情

景方案：①高方案，年均 GDP 增长率为 7%，维持

平稳增长；②低方案，年均 GDP 增长率为 6.5%，中

国经济未来有可能面临加大下滑压力；③中方案，年

均 GDP 增长率为 6.8%。根据三种情景方案测算，到

2020 年，我国 GDP 总量将分别达到 91.69 万亿元、

90.83 万亿元、89.56 万亿元（图 1）。

1.2 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战

略进入实质性阶段，转方式、调结构将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中国产业由

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三次产业结构也逐渐优化。模

型预测结果显示，到 2020 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

下降到 5.55%，呈现由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化规模化

农场和生态农业转变，第二产业比重也将逐渐下降到

42.5% 左右，逐渐从重化工产业向新兴技术产业过渡。

第三产业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占 52%，逐步成

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消费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

在经济增长中将起绝对主导性作用。

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宏观调控基调下，

“十三五”期间，火电、金属、水泥、化工、建材等

重化工业领域以及造纸、农副食品加工等轻工业行业

的增长速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根据经济模型测算，电力行业随着能源需求增速逐渐

放缓、回落，预计“十三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

速为 6.7% 左右；由于城镇化进程推进和放缓，建材

行业投资增速逐渐下降，水泥产量将在 2019 年达到

图1   “十三五”期间GDP总量增长趋势预测 (2013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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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约为 20.5 亿吨，平板玻璃产量平均增速下降到

2.4%，年均需求约为 8.1 亿重量箱；钢铁行业受工业

化进程完成及城镇化进程放缓的影响，预计 2020 年

前后产需水平将达到峰值，产量将达到 9.1 亿吨；机

电设备、电子电器产业仍将继续带动有色金属需求的

增长，预计“十三五”期间增速为 7%~7.5%；化工行

业预计年均保持 8.5% 的增速。

1.3  中国人口总量增长趋缓，老龄化特征逐渐凸显

新常态下中国未来人口总体变化不会太大，虽然

我国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但短期内效果难以显现，

仍将继续保持人口低生育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

趋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将保持下降态势，平均

增速为 0.33%，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到 2020 年我国人

口总量将达到 13.85 亿人。当前人口增长的矛盾已经

由单一的总量矛盾转变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全社会

老龄人口比重会继续提高，预计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15% 左右。

另外，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到 2020

年适龄劳动人口（15~64 岁）比重会下降到 72% 左右。

劳动力增长速度放慢，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

结束，我国劳动力供给将呈现紧缺态势，从而加剧国

民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压力。随着中

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政府财政收入将逐步回落，

“虽有心，但无力”将是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痛苦纠结所在。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保守估计，

到 2020 年城镇化率有可能仅达到 58%（图 2）。城镇

化进程的延缓在一定程度上将为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

减压。

2 能源和水资源趋势判断

2.1 能源消费总量仍继续增长，进入涨幅收窄期

能源消费量增长趋势放缓。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大背景下，我国未来将继续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和

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加强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资和技术

创新，未来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落。模型测算

结果显示，到 2020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

43.85 亿 吨 标 煤、44.44 亿

吨标煤和 44.84 亿吨标煤，

分别比 2015 年增长 9.7%、

11.2% 和 12.2%， 增 幅 较

“十一五”和“十二五”

期间明显收窄（表 1）。

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未来一段时期，我国

将把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和

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改变能

源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将扮演重要角色，新能源

的发展必将得到大力推动。

预 测 到 2020 年， 煤 炭 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会下

年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能源消费量/亿吨 比上年增长 能源消费量/亿吨 比上年增长 能源消费量/亿吨 比上年增长

2010 年 32.49 - 32.49 - 32.49 -

2015 年 39.96 2.75% 39.96 2.75% 39.96 2.75%

2020 年 43.85 1.70% 44.44 1.97% 44.83 2.15%

表1  “十三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图2    “十三五”期间城镇化率及城镇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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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 57.5%，而水电、核电、风电等在能源消耗总量

的比重将提升到 23%。单位 GDP 能耗强度将高位回

落。按“低”“中”“高”三种能源消费情景，到 2020
年我国单位 GDP 能源消费强度将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9.90%、19.96% 和 20.00%，降幅显著高于“十二五”

期间。

2.2 水资源需求总量增长趋缓，用水结构和效率
逐步优化

预 测 到 2015 年， 水 资 源 消 耗 总 量 为 6290 亿

m3；“十三五”期间，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低、中、高三种情景方案下与

“十二五”相比水资源消耗将分别增长 0.91%、1.10%、

1.47%，“十三五”水资源消耗将增速明显低于“十二五”

期间，水资源消耗总量有所减缓。随着农业节水技

术的提高和水利灌溉基础设施的完善，工业重复用水

效率的不断提高，生活用水效率的提升和管网配套设

施的健全，我国水资源消耗新增量涨幅将收窄，预计

“十三五”期间在低，中，高三种情景方案下，将分

别比“十二五”期间增加 57.5 亿 m3、69.8 亿 m3 和

93.9 亿 m3，水资源消耗总量增幅明显减少。

3 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判断

3.1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压力趋缓，排放强度高位
回落

在低、中、高三种情景方案下，2016—2020 年我

国 COD 排放总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由于经济发展

转型，进一步加大对污染物总量排放的控制，在低、中、

高三种情景方案之下 COD 排放量比“十二五”期间

分 别 下 降 了 13.60%、13.47%、13.39%；NH3-N 排 放

量比“十二五”期间分别下降了 7.40%、8.69%、8.46%。

从排放结构看，2016—2020 年生活污染仍为 COD 和

氨氮的主要排放源，我国生活水污染物排放量将继续

大于工业排放量。生活 COD 和氨氮排放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将仍占主导地位，减排压力较大（表 2）。

但新时期、新常态下为保障经济转型稳定发展，

将加大污染减排总量的严格控制，严控高污染、高耗

能产业的发展，与“十二五”相比，水污染物产生的

新增量涨幅将收窄。从重点行业 COD 和氨氮排放强

度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医药制

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饮料制造

业的排放强度将高位回落。

3.2 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压力趋缓，排放强度逐
步下降

为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十三五”期间将是

我国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的关键时期，在经济新常态

下，减少煤炭在全国能源消费占比的同时，将加大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主要大气污染物 SO2 和 NOx 的排放

量将得到有效控制。根据预测，在“低”，“中”，“高”

三种情景方案下，到 2020 年，我国 SO2 的排放量将

分别达到 1821.3 万吨、1846.4 万吨和 1863.3 万吨，

                                                            表 2   “十三五”期间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单位：万吨

                                                             表 3   “十三五”期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单位：万吨

年份
COD NH3-N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2010 2551.70 2551.70 2551.70 264.40 264.40 264.40

2015 2221.13 2221.13  2221.13 229.13 229.13 229.13

2020 1879.85 1877.28 1873.47 197.97 198.27 198.46 

年份
SO2 NOx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2010 2267.8 2267.8 2267.8 2273.6 2273.6 2273.6

2015 1977.6 1977.6 1977.6 2038.9 2038.9 2038.9

2020 1821.3 1846.4 1863.3 1764.9 1789.3 1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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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7.9%、6.6% 和 5.8%；NOx 的排

放量将分别达到 1764.9 万吨、1789.3 万吨和 1858.2
万吨，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3.4%、12.2% 和 8.9%。

“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 SO2 和 NOx 的

排放量将进一步下降，但下降幅度将低于“十一五”

及“十二五”期间的降幅（表 3）。

从排放结构来看，未来 SO2 排放仍将以工业为

主，“十三五”期间 SO2 的新增量分别为 787.7 万吨、

901.7 万 吨 和 978.4 万 吨， 而 NOx 的 新 增 量 分 别 为

193.7 万吨、236.1 万吨和 264.7 万吨。与“十二五”相比，

主要大气污染物新增量将明显降低。另外，单位 GDP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将高位回落，如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重点

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将高位回落。

4 主要结论和建议

4.1 主要结论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环

境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资源消耗进入涨幅收

窄期，污染排放进入高位平台期，环境质量进入缓慢

改善期。经济新常态下，能源需求呈现“三低”（低

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

能源强度下降等促使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脱

钩”。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煤炭消费比重逐年下

降，可能出现煤炭消费总量峰值，客观上有利于缓解

环境压力。经济增速下降，产业转型与升级加快，高

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高，

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更加紧

密结合，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更加自

觉地坚持，从产业发展的源头上减轻了新增污染减排

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位回落。虽然污染物排放

量依然处于高位期，但排放总量可能步入平台期。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及未来更长时期，我

国既有工业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

资源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压力有望减小等有利条件，

也有经济发展惯性很大、环境问题更为复杂、产业结

构和增长方式调整不确定等不利因素，是“青山绿水”

与“金山银山”战略抉择的“两难”期，也是发展转型、

污染防治的攻坚期、相持期，还可能是环境质量改善

速度和老百姓需求差距最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发

展矛盾最尖锐的困难期。

4.2 政策建议

“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

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我

国环境面临的机遇和严峻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化解结构性污染难题。树立“环境优先”和“生

态红线”的战略思想，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对重要的生态系统实行休养生息。以改善

环境质量为主线，以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为突

破口，切实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强化国家环境执政能力，

强化以市场手段为主的多手段运行，努力推进环境制

度创新，坚持从硬从严、多元共治、全民行动的方针，

全面实现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及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环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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