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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能源转型与工业化探索

廖洲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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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生物质燃料向化石能源的转型，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能源变革进程。本文以 “中国近代能源消费从

生物质燃料向化石能源转型” 为核心，梳理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末中国能源转型的历史进程，探讨其

与工业化、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中国近代能源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同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发展重工业

为核心的 “一五” 计划推动化石能源大规模应用，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标志着生物质燃料向化石能源的转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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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能源，即能够提供能量的资源，涵盖热能、电能、

光能、机械能与化学能等多种形式
[1]
。其不仅为人类活

动提供动能与机械能，更是现代社会运行与发展的重

要支撑。19 世纪工业革命拉开了欧洲地区的工业化进

程，能源消费也随之从生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变。

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所产生的危机感下，清政府

不得不改变原有“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追随这些已

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于 19世纪 60 年代开启早期工业

化。在工业逐步取代手工业的过程中，生物质能源因

难以满足大机器生产的需求，促使更为高效的化石能

源 —— 煤炭得以广泛应用，中国由此逐渐步入前工

业化社会。受外来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日本侵华战争、

国内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等多种社会时

代的制约，中国生物质向化石能源转型及工业化直至

20 世纪中叶才基本完成
[2]
。

加拿大学者 Smil Vaclav在能源以及能源的转型的

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系统分析了 1949年后

中国能源生产、消费及政策演变的成就与挑战。结合

量化数据与历史分析，揭示了能源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的核心作用及其制约因素
[3]
。Tim Wright通过煤炭工业

这一“工业化的缩影”，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经济现代化

进程中的矛盾与挣扎。外国资本的渗透、政府政策的

摇摆、社会结构的失衡，共同塑造了煤矿业的“畸形

繁荣。T. G. Rawski 对战前中国（1912-1937）的研究

挑战了传统 “中国经济停滞论” ，其认为战前中国

经济并非 “传统惯性” 的牺牲品，而是通过工业化、

金融革新与交通革命，在动荡中走出独特现代化道路
[4]
。

李伯重强调能源短缺对工业化的限制。明清时期江南

地区虽然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但重工业发展缓慢，主

要原因是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不足。江南地区缺乏足

够的煤炭等化石能源，这导致工业发展过度依赖轻工

业，而重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上述学者的研究集中在

生物质能源、化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中某类能源的专

门研究，有明显的区间性和时间性，关于中国社会宏

观层面变迁对能源消费转型情况的研究仍有待完善。

本文通过史实与数据的量化，考察从木柴、木炭等生

物质能源向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转型。探讨在

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如何在政

治制度和其它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从一个对非化石能

源高度依赖的国家，通过长达 100余年的探索，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代人时间内完成向化石能源

的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
[5]
。

2 长达百年的转变——中国生物质能源向化

石能源的转型

2.1 新旧交替间的矛盾：清中后期能源转变的开

始（1870-1912）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根本性的变化带动了中国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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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和工业化进程。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通常被

中国史学界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社会状况急剧

变迁的背景下，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委派李鸿章

等人开启长达 30余年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带动了能

源结构从生物能源向传统化石能源的转变的同时，也

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为实现 “自强” 目标，

清政府创办了一系列官办军工企业，这些工厂普遍聘

请欧洲技术指导，采用新型机器生产，木柴产生的热

能无法满足大型机器运转需求，必须采用热转换效率

更高的化石能源替代木柴。到 19世纪末，全国煤炭年

产量约 100万吨（1895年数据）。至 1912年清帝发布

退位诏书时，中国已有包括中英合办开平煤矿、江西

萍乡煤矿、中德合办井陉煤矿、中比合办临城煤矿等

大型煤，全年共产煤 898.8万吨。而民间的能源消费仍

以柴火为主。烹饪时仍以“用芦若茅与不材之木，不

用煤。”即使在富有煤炭的东北吉林，“燃料多用木

柴”。据陈恒力调查，“旧中国苏、嘉、湖、杭地区，

农家每天平均烧稻草十五斤，一个月烧四百五十斤，

一年应需五千四百斤。”一般农户家庭以 5口人计,每人

平均每天烧稻草 1.5 公斤,一年 547.5 公斤。1912年，

全国煤炭消费量为 983.77万吨，人均消费 23千克。由

于该时期中国几乎没有石油、天然气等其他化石能源

消费，中国人均化石能源消费仅占全国人均能源总消

费的 8%。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中国社会面貌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洋务运动引进的新式机器拉开了

由生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变的序幕。尽管已开始早

期工业化和能源转型，但尚处于起步阶段，能源转型

之路仍漫长且艰巨。

2.2 停滞不前还是缓慢转变？民国时期的能源转

型（1912-1949）

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区大量

的能源消耗，煤炭需求急剧攀升，促使这一时期中国

煤炭产量和消费量显著增长，一战爆发初期，中国煤

炭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 1410.2和 1369.09万吨。至 1918

年，中国煤炭产量增长约 23.1%至 1834万吨，消费量

增长约 22.63%至 1769.66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受军阀混战影响，中国煤炭产量始终在 2000 -

2500 万吨区间内波动，煤炭消费量甚至在 1927年大

幅下降，跌至 1913 年之前的水平。与清末相比，北

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人均煤炭消费增加，提升约 46%。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中国实现再次统一。在随后的十

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 1928年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全国的煤炭生产增长了约 36%至

3934.2 万吨，消费量增长了约 32%至 3504.17 万吨。

用算术平均数进行估算，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

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全国煤炭平均产量约为 2984.94 万

吨，平均消费量约为 2765.72万吨，人均煤炭消费量为

56.52千克。与清末相比，中国人均煤炭消费提升将近

60%，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相比，增长了 28%。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日本占领区域扩大，全国煤炭

平均产量为 4649 万吨，全国平均消费量为 4352.82

万吨。人均煤炭消费量约为 82.29 千克。与清末相比

增长 72%，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相比增长 50%，与日

本侵华战争前相比增长 31%。若未受战争破坏，这一

增长率可能更高。1946年 6月，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

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战

后经济恢复的打断，加之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中

国煤炭行业招到了沉重的打击，1946年中国煤炭产量

倒退到一战后水平，并且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始终

保持着这一低迷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全国煤炭平均

产量为 2030.27万吨，全国平均消费量为 2041.68万吨，

人均煤炭消费量约为 38.11千克。在柴火使用方面，《抗

敌报》中提到：“一营过去全营每天烧 1300斤柴，现

减至 800斤。”一个营的人数大约在 500人左右，一人

每日用柴数大致在 1.3 公斤左右，全年柴火消费约

474.5公斤。换算为油当量，民国时期中国人均生物质

能源消费约为 169.99千克油当量。

战争对中国能源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受战争驱

动，满足军工兵器制造的需求，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

能源国内消费量显著增长。然而，长期的战争也阻碍

了中国在民国时期实现能源转型。1946 年后，中国煤

炭消费量持续下滑，加之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行政效

率低下，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仍以

生物质能源为主。但中国生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

型也在悄然推进，化石能源人均消费占全国人均能源

总消费的比例，从清末的 8%左右，提升至民国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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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左右，中国在 20 世纪前半叶已步入前工业化社

会。

2.3 两代人内的最终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能源转型（1949-2000）

1953 年，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正式启动。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

的强大物质基础。自 “一五” 计划实施以来，与 1953

年人均煤炭消费 12.15千克相比，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

均煤炭消费增长近 80%，达到 69.79千克。1978 中国

开始改革开放并在之后 15年的时间里，以煤炭为代表

的化石能源消费持续上涨，随后趋于稳定。截至 2000

年，中国人均煤炭消费已达到 98.38千克。总的来看，

改革开放后的 30年间，中国人均煤炭消费较改革开放

前增加了 58.61%。随着人均煤炭消费量的不断上升，

这一时期中国生物质能源消费较之前有所减少。世界

粮农组织（FAO）统计了 1969-1980 年间林产品产量

及进出口量，在此基础上，推算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均

薪柴平均消费量为每年 111.23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煤炭的消费已经超过了

生物质能源的消费。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扶持之下，经

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始于清中后期的生物质能

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经过民国 30年的缓慢发展，最

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代人时间内最终得以

实现。中国煤炭消费量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占据

主导地位，达 97%。新中国成立后生物质能源向化石

能源转型的成功表明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前工业化时期

向工业化的蜕变。

2.4 新时代下的挑战：传统能源的问题和未来展

望

回顾中国近 100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若没有生物

质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便难以实现今日的高速发

展。然而，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审视，以煤炭为

代表的化石能源消费已被视为不环保的能源。煤炭等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煤炭燃烧产

生的污染导致 21 世纪 10 年代后中国空气质量急剧

下降，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为 54.8%，超标天数比例为 45.2%，其中轻度污染

占 25.4%，中度污染占 9.5%，重度污染占 7.5%，严重

污染占 2.8%，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2024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源消耗降低 3.5%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到 18.9%左右。在新时代的浪潮下，中国新一轮能源

转型已然开启。

3 结论

从 100多年前 4 亿人以生物质燃料为主，到如今

全球最大煤电消费国，中国在短短的一百年内完成了

生物质燃料向化石能源的转型，回顾这一历程，除解

放战争时期外，生物质燃料与化石能源之间的消费差

距不断缩小。由清末的 11.35倍，北洋政府时期的 5.97

倍，到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时期缩小到 2.95倍。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前工业化迈向工业化社会，

中国能源的消费也实现了由生物质燃料向化石能源的

转型。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宏观管理发挥着

关键作用。清政府中后期推行的洋务运动，拉开了生

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的腐败统治，致使之前缓慢推进的能源转型在最后几

年陷入停滞；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五年计划，最终实现了生

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当然，能源消费的转型

仍在持续，新一轮能源消费转型已在中国蓬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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