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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能源效率研究》围绕什么是能源效率、为什么要研究能源效率、如何测度能源效率、如何提高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提高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全书分为上篇理论篇和下篇
实证篇，共14章。在上篇中，界定了能源的概念、分类和功能，给出了测度能源效率的不同方法，系
统分析了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研究了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讨论了能源效率回弹效应问
题，全面总结了能源效率常用的分析方法。在下篇中，研究了我国能源效率的总体特征，对能源效率
分别从国际间、省区间进行了比较，并从行业角度对能源效率差异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对宏观能
源效率回弹效应进行了首次估算，进一步地，对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测度，从国际贸易角度
分析了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后，针对改善能源效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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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需要好好研究，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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