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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功效系数法对河南省2006--2009年节能减排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与比较，发现：在 

河南省的节能减排工作中，能源消耗与消费结构进步最快，污染物治理与利用进步次之，水资源利 

用与节约、污染物排放进步比较明显。河南省能源消耗强度整体下降，但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 

占比偏大；工农业用水效率得到提高，但城市节约用水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工业“三废”总量持续增 

加，但“三废”中污染物的含量明显减少，污染物治理与利用水平得到提高。河南省的节能减排工 

作，应立足于传统的能源产业，实现由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的转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循环经 

济，实施节约环保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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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2010年人口为 9 967万，占全国总人口 

的7．47％。近年来，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居全 

国前列，2010年GDP为22 942．68亿元，占全国的 

5．76％；能源消费总量为 21 438万吨标准煤，占全 

国的6．598％。多年来，河南省能源消耗强度和单 

位 GDP污染物排放量均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 

是东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要解决资源和环 

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需继续推进和加强 

节能减排工作。因此，对河南省节能减排进程进行 

跟踪与评价研究就愈加显得必要。 

目前，理论界有关节能减排评价的研究主要分 

为两类：一是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的研究。这类研究 

主要针对企业  ̈J、重大项 目 或某一行业 卜 ，而 

对于全国_l “ 或区域 。 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的研究 

成果很少。二是节能减排效果的综合评价。该类 

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宋马林等 运用超效率数据 

包络模型探讨了社会协同地区的节能减排评价模 

式，王彦彭 采用功效系数法对中国2006--2008年 

节能减排实施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吴耀武等  ̈采 

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电网节能减排潜力 

进行了评价，孙娴  ̈对煤炭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进 

行了分析。但鲜有学者对全国或区域节能减排实 

施效果进行评价与比较，尤其缺乏对节能减排进程 

的跟踪评价研究。 

此外，“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的《节能减排统 

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主要关注单位GDP 

能耗、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3项 

指标的降低与削减情况，造成各地区该3项指标降 

低而同期其他类似指标逆向增高的情况，违背了节 

能减排的初衷。“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单位 GDP能 

源消耗、化学需氧量，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氨 

氮与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有更明确的 

要求，与“十一五”时期相比，节能减排的涵义发生 

了变化，内容更为丰富。本文拟据此对河南省节能 

减排工作做出综合评价并对未来的节能减排工作 

提出对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1-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一GH一182)；2010年度河南省人民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A051) 

[作者简介]王彦彭(1981一)，男，河南省禹州市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节能减排、低碳 

经济。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1正 

一

、河南省节能减排指标体系与目 

标值的确定 

1．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关于能源消耗的指标。第一，关于能源消 

耗强度指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 

度是节约能源的基础与核心，而工业节能是节能减 

排的重点领域与主攻方向。一般选择万元 GDP能 

耗、GDP电耗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3项指标来反 

映全国及各地区节能降耗进展情况，选择单位原煤 

耗电量、发电厂自用电比率、单位乙烯综合能耗、火 

电厂供电标准煤耗、吨钢可比能耗、合成氨综合能 

耗(大型装置)、水泥综合能耗、铁路货运综合能耗、 

载货汽车运输耗油9项指标来反映主要高耗能行业 

节能降耗进展情况。但限于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 

研究在评价时只选择万元 GDP能耗、GDP电耗及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3项指标。第二，关于能源加工 

转换总效率。2005年以前，河南省能源加工转换总 

效率一般在60％左右，严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后，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提高至70．15％。 

由于全国不少省市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能源加工 

转换总效率的数据，为便于同其他省市节能减排进 

程进行比较，所以在评价时没有选择该指标。第 

三，关于能源消费结构。河南省煤炭消费占一次能 

源消费的89％左右，比全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 

出19和61个百分点。亚烟煤、褐煤与烟煤三者在 

河南省占煤炭消费比例为75％左右，煤炭燃烧过程 

中产生的硫化物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因此，改 

善能源消费结构是实施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一 

般用石油与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比重、可再生能源消 

费比重来反映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情况，用农村沼气 

使用量、农村太阳能热水器与太阳房使用量来反映 

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限于指标数据的可得 

性，本研究进行评价时没有选择可再生能源消费比 

重这一指标。 

(2)关于水资源消耗与节约的指标。河南省人 

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缺乏长 

期困扰本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实施水资源节约利 

用是节水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用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反映工农业 

生产对水资源的消耗情况，以体现工农业用水效 

率。由于缺乏各地区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的统计数据，本研究用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 

重反映农业生产节约用水的情况，用城市节约用水 

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反映城市节约用水的情 

况，以体现其工农业和生活节约用水水平。 

(3)关于污染物排放的指标。加强水、大气和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原则，强化从源头上防治污染，有效控制污染物排 

放。污染物排放主要体现在“三废”(固体废弃物、 

废气和废水)上。本研究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反 

映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情况，用废水排放总量、化学 

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反映废水的排放情 

况，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 

放总量、粉尘排放总量反映废气排放情况。 

(4)关于污染物的治理与利用的指标。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节能减排，一方面应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三废”的 

治理，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 

逐步建立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本研究用工业 

废水排放达标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工业废水中化学 

需氧量去除率、工业废水中氨氮去除率来反映废水的 

处理和再利用情况，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反映固体废物的处理和 

再利用情况，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尘达标 

排放率、工业粉尘达标排放率来反映废气的处理 

情况。 

(5)关于环境质量的指标。随着节能减排各项 

政策措施的实施，自然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自 

然环境质量可分为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 

壤环境质量、生物环境质量等。本研究用地表水国 

控断面劣 V类水质的比例、监控河段长度水质好于 

Ⅲ类的比例来反映水环境质量改善状况，用省辖市 

空气质量好于 II级标准的天数超过 292天的比例 

来反映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状况。由于当前我国土 

壤环境质量评价和监测制度正处于建立阶段，环境 

统计数据中没有公布土壤污染与环境质量改善的 

数据，所以我们在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时只能暂时放 

弃反映土壤环境质量改善的指标。环境质量数据 
一

般针对全国范围，统计年鉴 中缺乏各省市的数 

据，所以在进行评价时没有选择该类指标。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取 28项指标组成河南省 

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节能减排评价指标目标值的确定依据 

对节能减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需要一个明 

确的量化标准，我们参照5个方面的依据确定了节 

能减排指标的目标值。 
一 是全面贯彻和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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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南省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 

作方案的要求：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大投 

人，全面实施重点工程；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 

济；依靠科技，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要体现这4项要求。 

二是参照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有关指标 

的平均水平。按 照中共十七大报告 中提 出的到 

2020年我国人均 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根 

据 GDP和人口的测算，2020年人均 GDP为 3．8万 

元，按汇率1：6折合成美元，为6 300美元，已超过 

了原定翻两番目标 3 000美元的 1倍多(如果按制 

定3 000美元时的可比汇率计算为4 500美元)̈ ， 

经济水平基本达到“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因此，可以参照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有关节能 

减排指标的平均水平，制定河南省节能减排的评价 

标准。 

三是参照我国人均 GDP已经达到3 000美元地 

区的有关指标水平。我国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一 

些地区人均 GDP已经超过3 000美元。这些地区的 

发展状况与国外相关指标相比，更具有借鉴意义。 

四是依据整个指标体现的内在逻辑。节能减 

排指标体系是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各指标之 

间是互相制约、协调一致的，因此 目标值的界定应 

考虑各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 

五是参照节能减排 目标实现的期望与可能。 

节能减排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目 

标值必须是经过努力能达到的。因此，确定目标值 

要同时考虑到前瞻性和可行性。 

二、河南省节能减排综合评价的 

方法 

1．河南省节能减排指标权重的确定 

利用2006--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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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的指标数据，采用熵权决策法和德尔菲法 

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赋权法，通过加法集成计算得出 

表 1所列指标的权重(见表2)。 

表2 综合集成赋权法确定的各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Xl 0．0561 Xl5 0．0353 

0．0365 Xl6 0．0282 

0．0412 l7 0．04 57 

x4 0．0344 Xl8 0．0289 

0．0291 X19 0．0294 

x6 0．0283 0．0309 

X1 0 0505 1 0．04 14 

0．04 53 2 0．0340 

0．0358 3 0．0276 

Xl0 0．0289 0．04 21 

X1l 0．0295 5 0．04 51 

Xl2 0．0298 6 0．0351 

l3 0．0293 0．0274 

Xl4 0．0462 8 0．0280 

2．河南省节能减排的综合评价方法 

河南省节能减排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是： 

(1)确定各项指标的上、下限。评价的起点为 2005 

年。故而，对于正向指标，节能减排目标值为上限， 

2005年实际值为下限；对于逆向指标，节能减排目 

标值为下限，2005年实际值为上限，评价的起点为 

2005年。(2)利用功效系数法确定每个指标的实现 

程度。每个指标的实现程度是该指标的实际值减 

去指标下限，除以该指标上下限的差。(3)计算各 

种指标的实际得分。每个指标的实际得分是该指 

标的实现程度与其权重数的积。(4)把单个指标得 

分加总得出一个地区节能减排的实现程度。其中， 

功效系数 d的计算方法是： 

= 

Xi -X min 

式中， ～、 分别为同一评价指标的最满意 

值和最不满意值，也称为指标的上限和下限。由此 

得到的功效系数d 取值范围一般在0～1之间。 

三、河南省节能减排综合评价的 

结果 

由2005--2009年河南省节能减排指标数值(见 

表3)，可以得出2006--2009年河南省节能减排的 

总体与分类实现程度(见表4)。2006--2009年河 

南省节能减排进程中，总体实现程度不断提高。 

2009年总体实现程度达到52．93％，与 2006年相比 

提高了34．78个百分点。能源消耗强度、效率与消 

费结构类指标实现程度达到52．47％，稍低于总体 

实现程度；但其实现程度年均增长14．58个百分点， 

增幅最高，是节能减排进程中的中坚力量。水资源 

消耗与节约实现程度类指标实现程度达到36．53％， 

低于总体实现程度；实现程度年均增长 10．32个百 

分点，增幅最低，是节能减排进程中的薄弱环节，需 

重点关注并加以改善。污染物排放类指标实现程 

度达到36．00％，是实现程度最低的；实现程度年均 

增长9．32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与总体实现程度接 

近，是节能减排进程中稳步提高的因素。污染物治 

理与利用类指标实现程度达到 78．08％，是实现程 

度最高的；实现程度年均增长 12．20个百分点，增幅 

居于第2位，是河南省节能减排进程中的主导因素。 

四、河南省节能减排的问题与对策 

1．能源消耗强度整体下降。但煤炭在能源消费 

结构中占比偏大，应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 

以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煤炭产业 

按可比价格计算，河南省万元GDP能耗由2005 

年的1．3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9年的1．16吨标准 

煤，降幅达 17．15％；万元 GDP电耗由 2005年 的 

1 277．68kW ·h下降到2009年的1 218．36 kW ·h，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由4．02吨标准煤下降到2．71 

吨标准煤，分别下降5．65％和31．07％。就指标的 

实现程度而言，万元 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的实现程度分别为 81．46％、100％，而万元 GDP 

电耗的实现程度只有23．22％。由上述 3项指标的 

变动情况可知，河南省在国家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 

考核方案的要求下，作为约束性指标的万元 GDP能 

耗沿着既定的方向逐年降低；尽管全国万元GDP电 

耗和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逆向增加，但是河南省工 

业节能效果明显。 

为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河南省不断淘汰 

落后产能，加大重点工程实施力度，推动重点领域 

节能降耗。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 

阶段，重工业 比重大成为经济发展 的主要特点。 

2010年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高达 70％，六大高耗能行业 占工业能耗总量的 

79．6％。同时，这六大行业也是高耗能、高排放重点 

行业，是节能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是改变高耗能现状的根本途径，但跨越经济发 

展阶段，在短期内根本解决该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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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5--2009年河南省节能减排指标数值 

表 4 2006--2009年河南省节能减排的总体与分类实现程度 ％ 

解决了也不是一劳永逸 的，有可能出现反复。因 

此，现阶段河南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循 

环经济，探索发展低碳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 

建立节约环保型的消费结构，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河南省作为全国能源大省之一，煤炭资源储量 

丰富，2004年以来煤炭产量占本省能源生产总量的 

比重一直在90％以上，并且呈缓慢增加的趋势。受 

制于能源禀赋结构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煤炭占 

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一直在 88％左右，石油 

和天然气所占比重在 10．5％左右。由于煤炭消费 

中无烟煤所 占比例不足 1／4，占煤炭消费总重 3／4 

的非无烟煤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硫化物导致了严 

重的大气污染。 

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 

主要发展形式。2006年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迅速。2006年以来河南省开发与应用太阳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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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能、生物乙醇燃料有较大的进展。2009年，河南 

省农村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面积达N281．00万 m ， 

与2005年相比增长 127．70％；农村沼气使用量为 

101．05万吨标准煤，与2005年相比增长 182．86％。 

作为国内四大燃料乙醇生产厂之一的河南天冠集 

团，目前年生产能力为50万吨，为了全面落实国家 

提出的燃料乙醇“非粮替代”原则，天冠集团积极开 

展了非粮乙醇生产技术的开发，目前已拥有每年2O 

万吨薯类原料燃料乙醇生产装置，生产工艺技术居 

国际领先水平。尽管河南省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 

但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不足 1％，与河 

南省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 

对于河南省而言，要实现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 

目标，除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发展可再生能源 

外，更应该注意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改变煤 

炭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偏大的格局。因此，不能 

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走过的路子，应当立足于煤炭 

资源，加强煤炭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围绕煤炭资源 

发展壮大传统煤炭产业，以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煤炭 

产业，发展煤炭生产型服务业，最终实现由能源大 

省向能源强省的转变。 

2．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但城市节约用水力度 

应进一步加强 

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2006--2009年，河南省 

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呈上升趋势，2009 

年分别达到 138．10亿 m 、53．51亿m 和 35．79 

亿m ，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20．62％、16．68％、 

6．48％。生活用水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人 口增长， 

以及城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的用水量 

增加。虽然用水总量逐年增加，但是工农业用水效 

率有明显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河南省万元 GDP 

用水量从 2005年 的228．24 m 降 至 2009年 的 

135．41m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93．67m 降低 

到59．78m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由639．48m 降 

低到628．85 m ，分别降低 40．67％、36．18％和 

1．69％。2009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农 

业增加值用水量实现程度分别达到100％、6．13％。 

工业用水效率提高主要在于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及对一些高耗能、高耗水行业和产品的限制与转 

移。农业用水效率提高主要在于：进一步调整产业 

结构，提高单方水效率；压缩农业用新水量；农业管 

理方式由粗放式管理向集约式管理转变，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得到推广与利用。2000年以来河南省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在67％以上，但农 

田节水灌溉面积较少，农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强度 

较高。近年来河南省大幅度增加了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旱作节水技 

术，加大节水灌溉机具设备的补贴力度。2o06— 

2009年，河南省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58 060万 m ， 

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1 467 200万 m 。2009年，节水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提高到为 18．51％，但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程度仅为31．98％。鉴于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较小，推广节水灌溉技 

术，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河南省种植业生产的一个 

主攻方 向和重点领域。为此，应推进农业节水增 

效，推广普及管道输水、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支持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在保障灌溉面 

积、灌溉保证率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工 

农业用水权转换机制。 

城市节约用水止步不前。河南省城市节约用 

水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并在不同年份出现回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自2007年以来逐步降低。2009 

年，城市节约用水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为 

3．34％和76．08％，与2005年相比分别降低 0．23、 

3．65个 百分 点，实 现程 度 分别 为 37．05％ 和 

21．36％，与节能减排的目标相距较大。随着河南省 

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而用水量进一步增加， 

今后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应进一步加 

强城市节约用水，促进重点用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 

和居民生活节水，加强水量水质监测能力建设，严 

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大力推进再生水、矿井水、海水 

淡化和苦咸水利用。 

尽管工农业用水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 

是随着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的快速增加 

以及水浪费现象依然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愈加突 

出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水资源利用的一个重点问 

题。因此，河南省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重点推进火电、冶金等高耗水行业节水技 

术改造，抓好城市节水工作、扩大再生水利用、加强 

公共建筑和住宅节水设施建设等；大力加强水资源 

管理，推进水价改革，运用经济手段来限制浪费水 

的现象；促进居民转变用水观念，树立珍惜水、节约 

水的意识，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促进节水 

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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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三废”排放总量增加较多，但是污染物 

含量明显下降。应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2006--2009年，河南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快速增加，与 

2005相 比增 幅 分 别 达 到 13．65％、74．58％、 

43．15％。2005--2009年，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由0．66吨增加到 1．14吨，人均废水排放量由 

28．O1吨减少到 l4．79吨，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由 

1．65万 Nm 增加到2．34万 Nm 。河南省目前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传统工业所占比 

重 大。 国 内 外 研 究 表 明，当 人 均 GDP 在 

2 000—10 000美元的时候，人均能耗、人均污染物 

排放量均处于爬坡上升阶段；当人均 GDP达到2万 

美元以上时，人均能耗的增幅有所减缓。因此，从 

中长期发展来说，河南省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是 

具有巨大挑战性的。对河南省来说，要实现上述目 

标，必须实现跨越发展，使这个曲线拐点提早出现， 

并使这个曲线爬坡的坡度有所减缓。 

2006--2009年，除 2006年化学需氧量与 2005 

年相比有所增加外，其他年份河南省化学需氧量和 

二氧化硫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都有明显下降，2009 

年降幅分别达到13．1％和16．6％，完成了排量削减 

目标。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实行的《节能减排统计 

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中，化学需氧量、二氧 

化硫排放量与单位GDP能耗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地 

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所以，河南省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目标的完成情 

况较为良好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2006--2009年， 

氨氮排放总量、粉尘排放总量、烟尘排放总量逐年 

减少，与2005相比降幅分别达到27．4％、64．6％和 

35．7％，完成情况好于2010年节能减排的目标。此 

外，除镉的含量增加 0．34吨外，工业废水中有害物 

质汞、六价铬、铅、砷的含量与2005年相比，分别减 

少 0．08吨、0．85吨、0．66吨、1．26吨，降幅明显。这 

表明，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三废”排 

放总量逐年增加，但是环境治理和保护得到切实加 

强，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强度逐渐降低，“三废” 

中污染物的含量都有明显减少，节能减排政策的效 

果逐渐显现出来。 

由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 

可知，“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持 

续增加是必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因而实施化学 

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与氮氧化物、工业废水中有 

害物质(汞、六价铬、铅、砷)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和考核，切实加强环境监管，降低“三废”中污 

染物的含量是应长期坚持的方针。此外，在“十二 

五”规划纲要中，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成为节能 

减排新的要求。为此，河南省应综合运用调整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等多种手 

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 

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4．污染物达标排放率稳步提高。但环境治理仍面 

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治理力度 

2006--2009年，河南省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稳步提高，2009年分别达到 

96．10％和83．90％，与 2005年相比分别提高4．16 

和38．05个百分点，完成了2010年节能减排的目 

标。2009年，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去除率达到 

100％，实现了2010年节能减排的目标。与全国其 

他省市情况类似，2008年以来河南省工业废水中氨 

氮去除率明显降低，明显低于2005年的水平，这是 
一 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现象。随着工业废水与生 

活污水处理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和氨氮含量得到有效削减，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有助于缓解由于水体污染造成的水质型缺水的 

现状。 

2006--2009年，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由57．90％提高到75．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由66．40％提高到73．70％，实现了2010年 

节能减排的 目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加 

强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的大幅提升，不仅 

提高了废物利用效率，也将有效地降低污染物排放。 

2009年，河南省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达到 

100％，实现了2010年节能减排的目标。这说明， 

2006年以来河南省实施的燃煤电厂脱硫工程以及 

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计划取得了明显效果，有 

效遏制了酸雨的发展。此外，“十一五”期间河南省 

以颗粒物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作为城市大气污染 

防治的重点，加快城区工业污染源调整搬迁，集中 

整治低矮排放污染源，重视解决油烟污染。2009 

年，工业烟尘达标排放率、工业粉尘达标排放率分 

别达到96．44％和93．52％，与2005年相比分别提 

高8．69和24．77个百分点，实现了2010年节能减排 

的目标，对城市和区域空气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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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总之，废弃物和污染物处理与利用水平 

的大幅提升，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对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河南省环境污染与治理力度得到进 
一 步加强，但是环境治理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环 

保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主要 

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环保投资管理方式落后，投 

资效率不高。此外，近年来河南省污染治理的难度 

不断加大，过去那些使用简单技术、较少投资就能 

解决的题 目现在已经越来越少，污染的治理难度和 

对资金的需求程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环境治理的 

成本不断增大。污染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区 

域性、流域性、生活性污染逐渐成为新的矛盾，而这 

些污染的解决相对于传统产业企业的末端治理来 

说则需要更大的规模性投资。同时，社会对于环境 

改善的要求有了普遍的上升。因此，今后要提高河 

南省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和效果，一方面各级政府应 

加大对污染物治理技术研发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 

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促使企业 

加大环保投资，让“谁污染，谁治理”落到实处。 

五、结论 

本文从河南省现实背景出发，针对当前节能减 

排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构建河南省节能减排指 

标体系，利用2006--2009年的相应数据，采用功效 

系数法对河南省节能减排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价。 

研究发现，2006--2009年河南省节能减排实现程度 

整体上表现为污染物治理与利用、能源消耗类指标 

好于水资源消耗与节约类、污染物排放类指标的特 

征。其中，能源消耗强度、效率与消费结构进步最 

快，污染物治理与利用进步次之，水资源消耗与节 

约、污染物排放进步比较明显。从具体情况来看， 

河南省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明显，能源消费结构长期 

得不到改善；工农业用水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城市 

节约用水状况出现反复，需进一步加强；受制于经 

济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持续 

增加，但污染物含量下降明显，污染物治理与利用 

水平得到提高。为实现河南省节能减排的目标，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 

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是根本。现阶段，立足于传统 

的能源产业，实现河南省由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的 

转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循环经济，实施节约环 

保型消费是较为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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