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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家庭能源结构与能源消费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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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比较了陕南、关中、陕北3个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现状和能源消费意愿。结

果表明：受自然地理与资源条件的影响，陕南、关中与陕北三个地区之间在农村家庭能源生产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陕南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单一，处于能源阶梯的最低级，以传统生物质能、人畜力为主；关中地区农村家

庭的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多元，处于能源阶梯的第二级，特点是低级能源与高级能源并存，其中煤炭、柴油汽油、电、

太阳能等所占比例较高；陕北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介于陕南和关中之间，传统生物质能、人畜力和各类高级能

源都占有较大比例。陕南、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家庭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意愿均较强烈；农村家庭是否

愿意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受多方面因素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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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以秦岭、北山为界，

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中部为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

秦巴山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这三大自然

区域在资源分布上各具特点。陕西伞省含煤面积5

万km2，保有储量16l亿t，主要分布在陕北和渭北

黄土高原地区【l’2o；石油和天然气的保有储量分别

为16 972．88亿t和5 450．02亿m3，主要分布在陕北

和渭北黄土高原地区【l'2o；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 438．5万kW，2001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886万

kw¨J，主要集中于陕南地区。关中地区地处平原

带，工农业发达，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20lO年的

人口普查显示，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增长，陕西省人口素质快速提

升，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近四成，达394．03万人；城

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率达45．7％。同时，农村人

口所占比例较大，陕西省共有37 327 378人，其中农

村人口占70％左右。

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状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量化反映。一些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当前陕西省农村家庭能源利用方面进行

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Cai Jing等¨o曾于

2008年选取陕西关中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四

个地点，对农村家庭年度能源消费量和消费用途等

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召5宪宝等【5 o于2009年在陕西

关中洛川、白水两地对农村家庭能源的供给方式进

行了调查研究；而朱建春等拍j于2011年对陕西省关

中、陕北和陕南地区的调查研究则侧重于农村家庭

对可再生能源——作物秸秆的利用现状、影响因素

和利用意愿等方面。但总体上，现有研究没有明确

指出当前陕西省关中、陕北和陕南地区广大农村家

庭的能源结构现状与差异，也未指出陕西农村家庭

的能源消费意愿。为此，本研究选择陕南、关中、陕

北3个地区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进行实地

调查研究，试图比较这三个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结

构现状和能源消费意愿。

1 研究方法

1．1数据采集方法

研究于2009—20lO年间在陕西省的陕南、关

中、陕北3个地区进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洛

南、镇巴、白河、略阳、千阳、户县、富平、潼关、岐山、

吴旗、米脂、富县、夹县、靖边、安塞、蓝田等16个区

县500户农村家庭为样本，从能源供给方式和能源

消费方式两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回收有效问

卷478份，有效回收率为95．6％。其中，来自“陕

南”、“关中”和“陕北”地区的有效问卷分别占总有效

问卷数的19．7％(94份)、39．3％(188份)和4l％

(196份)。所获得的调查数据采用权威的社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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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sPSsl8．0进行统计分析。

1．2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陕西农村家

庭能源结构，第二部分是陕西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

愿。对这两部分内容分别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加以

分析。

1)能源结构是指能源总生产量或总消费量中

各类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能

源结构分为生产结构(即各类能源产量在能源总生

产量中的比例)和消费结构(即各类能源消费量在能

源总消费量中的比例)，即能源的供给和消费方式。

本研究中农村家庭能源结构包括农村家庭能源的供

给方式(如燃烧柴薪、秸秆、化石类能源、电力等)和

消费方式(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方面。由于能源

结构是定类层次变量，故本研究采用列联表和卡方

检验法，对陕西农村能源结构现状进行描述。

2)消费意愿是指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

平等各种情况的考虑下，居民倾向于消费的程度，它

与消费支出、收入预期呈正相关，即在同等收入条件

下，消费意愿越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多。农村家

庭对各种能源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定使用

某种能源的原因，并且对其行为产生影响"J。由于

薪柴等低级能源的高环境污染性以及石油、煤炭等

高级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倡导

发展各类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因此，本研究重点了

解农村家庭对清洁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意愿，宜采

用模型分析法来研究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

我们前期的调查分析表明，限制农户能源消费

意愿行为的关键性因素为：被访者个人特征(口)、农

村家庭的社会经济因素(口)、被访者主观因素(y)、

被访者效益预期(∞和区域因素(善)等五个方面。

基于这五个关键性因素，可建立农户能源消费意愿

实证模型y=F(口，卢，)，，艿，r)。其中，因变量l，取

值为：y=0表示“农户不愿意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

源”；y=l表示“农户愿意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

源”。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被访者个人特征包括是否

党员、户主年龄、性别、户主教育程度、有否村干部、

有否非农职业、家庭主要决策者(男性、男女共同决

策、女性)；农户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家庭2009年度收

入、2009年家庭能源消费总支出、2009年家庭能源总

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农户主观因素包括对清

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认知度、对清洁能源或可再

生能源好处的认知度；农户的收益预期指的是农户

认为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源是否有收益(负收益、零

收益、正收益)；区域因素(陕南、陕北、关中)。

对于该二元选择问题，宜采用社会统计学中的

二项L09istic模型P=1／[1+exp(一Bo+∑Bf置)]
进行分析。其中：P为“农户愿意使用清洁或可再生

能源”的概率(即事件y=l发生的概率)；B表示因

素的回归系数，风是回归截距；置为自变量，表示影

响农户是否采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处理方式的各种

因素；l，值的变化是解释变量置共同作用的结果。

2结果与分析

2．1 陕西农村家庭能源结构现状

2．1．1 陕西农村能源生产结构 调查分析表明，陕

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农村家庭能源生产结构有

一定差异。陕南地区能源生产结构包括人力、畜力、

薪柴、电力和柴油；关中地区能源生产结构包括人

力、薪柴、汽油、柴油、煤炭和电力；陕北地区能源生

产结构包括人力、畜力、柴薪、煤炭、柴油和汽油。其

相关性分析表明，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地区

的地理和资源特点差异。即陕南地处秦巴山区，煤

炭资源相对较少，且交通运输不便，因而能源生产结

构中煤炭很少，人力和畜力较多；关中地区地处平

原，交通便利，故畜力利用较少；而陕北地区地处黄

土高原，交通及其不便，因而畜力和人力利用相对较

多。

但总体而言，陕西省农村家庭的能源生产结构

相对较为单一，以人力、畜力和不可持续性能源为

主。大部分农村家庭在生活中主要依靠传统的人

力、畜力和薪柴为主(约占74．1％)，以机械为载体

的柴油、汽油等不可持续性能源为辅(约占22．1％)。

这一特点较符合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即农业生产

大量依靠劳动力，并借助简单机械，说明陕西省农村

能源生产结构在我国经济水平发展迅速的今天，还

处在较低水平，虽然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在总能

源生产结构中总约占3．8％，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本

质的改变。

2．1．2陕西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

1)家庭农业与非农业生产能源消费结构

陕西农村家庭生产与生活能源结构见表1。由

表l可见，在农业生产方面，2009．2010年间，陕西

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较为单一，以人力、畜力和不可

持续性能源为主。农业生产所用能源中，陕南地区

主要依靠人力(89．4％)，关中依靠人力(44．7％)和

柴油(46．8％)，陕北主要是人力(69．4％)、畜力

(23．5％)、汽油与柴油(共16．1％)。该研究结果与

陕西农村能源生产结构现状相印证，充分说明了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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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村家庭生产能源结构的这一特点较符合我国农

村的基本情况，即农业生产大量依靠劳动力，并借助

简单机械，也就是说陕西省农业生产用能层次还处

于较低水平。

陕西农村家庭非农业生产消费的能源则较为多

元化，以电(51．O％)为主；其次为人力和畜力

(28．5％)；使用柴油、汽油、煤炭、煤气和天然气等能

源的农村家庭也有相当的比例(19．24％)；虽然有农

户使用水能和秸秆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但

是这一比例非常小，仅占1．7％。这一点与李光全

等旧J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即西北地区属于能源的贫

困型低消费地区。从地理区域上看，非农业生产所

用能源，陕南主要是电(74．5％)、人力(25．5％)，关

中主要是电(47．9％)、人力(34．0％)、汽油与柴油

(14．9％)，陕北主要是电(42．9％)、汽油与柴油

(15．9％)、人力与畜力(24．5％)、秸秆(20．0％)。

由此可见，陕西农村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所消费

的能源结构还是以不清洁或不可再生的柴油、汽油、

煤炭、煤气、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为主，而利用水利、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或可再生能源在陕西农村

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传统的人力、畜力作为一种

能源，虽然比较清洁，但是效率较低，机械化程度几

乎为零，显然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需求，这类

型能源将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障碍。因而，改变陕

西省农村能源结构，仍是当前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

的一项迫切任务。

2)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

研究表明，陕南农村家庭做饭主要用薪柴

(72．3％)和煤炭(10。6％)，电、沼气、天然气等能源

的比例都不超过7％。关中农村家庭做饭用能包括

煤炭(37．2％)、秸秆和薪柴(22．4％)、天然气

(18．1％)、电(17．O％)，沼气使用率仅占5．3％。陕

北农村家庭做饭用能结构与陕南相似，以薪柴与秸

秆(44．9％)、煤炭(22．4％)、沼气(16．3％)、电

(10．2％)为主。相比而言，陕南的做饭用能较为单

一，以生物质能的简单燃烧为主要方式；关中的做饭

用能结构较为多元，以不可再生的高级能源为主要

能源；陕北兼具关中和陕南的特点，既有薪柴秸秆等

生物质能，也有煤炭等高级能源，结构也呈现多元性

特点。

取暖用能方面，陕南、关中和陕北都用薪柴、木

炭与秸秆、煤炭、电等能源，但所占比例差异较大。

陕南地区冬天不烧炕，所以以薪柴与木炭(53．2％)

取暖，也有部分农村家庭用煤炭(29．8％)和电

(17．0)取暖。关中地区以煤炭(47．3％)为主要取暖

能源，薪柴秸秆(30．9％)、电(15．4％)。陕北地区以

煤炭(71．4％)为主要取暖能源，其次为柴油和汽油

(30．O％)、薪柴秸秆(21．4％)。

陕南、关中和陕北农村家庭照明和娱乐用能，以

电占绝对优势，使用比例都超过98％。

在日常洗浴方面，陕南农村主要用电(37．2％)、

薪柴秸秆(27．7％)、太阳能(20．2％)、煤炭

(14．9％)；关中主要用能为太阳能(55．9％)、电

(32．4％)、和煤炭(8．5％)；陕北主要用煤炭

(34．7％)、太阳能(28．6％)、秸秆薪柴(25．8％)和电

(16．8％)。在这一方面，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用户

占有较高比例。

“能源阶梯”(ene唱y ladder)理论认为：随着农村

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一般分为

三个阶段：主要依赖生物质能源——使用煤油、煤和

木炭等过渡型能源——使用电力归J。因此可认为，

陕西农村家庭照明和娱乐的能源消费已经进入第三

个阶段，以电力为能源；而做饭、取暖、洗浴方面的能

源消费还处于第二阶段，表现为能源的选取具有多

元性，在采用高级能源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低级能

源的使用，其生活能源消费表现出鲜明的能源组合

特征[10．11]，其中不可再生或不清洁的能源所占比例

较大。把三个研究地区放在能源阶梯里比较，陕南

显然处于能源阶梯的最低级，而陕北和关中则处于

第二级。

2．2陕西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愿

陕西农村家庭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意

愿较为强烈。陕南、关中和陕北地区被调查农村家

庭中，愿意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分别

高达85．1％、9r7．9％和87．8％。三个地区所有被访

农村家庭中，“不愿意”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的农户占8．8％(42人)，而“愿意”使用清洁或可再

生能源的农户则占91．2％(436人)。其中：“不愿

意”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原因是(总应答次

数为84)：成本高(22．6％％)、没听说过(16．7％)、

感觉没有收益(16．7％)、技术不容易掌握(15．5％)、

麻烦(7．1％)、现在使用的就很好(4．8％)、没必要多

浪费钱(4．8％)、政府没有补贴(4．8％)、从众心理

(2．4％)、没有相关的技术指导(2．4％)、初步使用感

觉效果不好(2．4％)；“愿意”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源

的原因是(总应答次数为856)：自家感觉有必要使

用(28．5％)、感觉或听说有好处(20．3％)、初步使用

感觉效果好(13．8％)、政府有补贴(13．2％)从众心．

理(10．9％)、技术好学(7．0％)、获得技术指导方便

(4．7％)、经济实惠(1．6％)。可见，大部分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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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接受清洁或可再生能源的，虽然这还只是处在 这也为将来现代能源在农村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

意愿阶段，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新型能源的普及，但

表l陕西农村家庭生产与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户I％)，总数Ⅳ=478户】

T铀le l 11le w0吨and liViIlg energy c帆叫mption stnIctu陀0f mraI households in sh蚰啦i Province(TotalⅣ=478)

能源类型 些翌竺垦竺竺!!!兰!! 总计 检验值
EnergyType 陕南south帅 关中c醐hd 陕北N0nh锄‰aI 1钿Val∽

人力I丑bo口 84(89．4) 斛(44．7) 136(69．4)304(63．6)

生产能源

消费结构

A咖cul酬
actj“tv

eneogy

㈣umptI”
d耻nIre

畜力H0m岬r 4(4．3) o(o．0) 46(23．5) 50(10．5)

奎半等产． 电El∞岫ci哆 4(4．3) lo(5．3) o(o．o) 14(2．9)
AP口cunuraI

∽tivitv 柴油Die8el 2(2．1) 船(46．8) 12(6．1) 102(2I．3)

汽油Pe叫 0(O．O) 2(1．1) 2(10．O) 4(O．8)

X 8qm"value：l裙．1

(P=0．∞0)

S1)e∞Ⅲm
C㈣l砒ion：一O．016

(P=O．734)

煤炭coal O(O．O) 4(2．1) O(O．O) 4(O．8)

人力IJaboⅢ 24(25．5) “(34．O) 30(15．3) 118(24．7)

畜力H∞吲M
秸秆S咖

非农业生产 电El∞硒city

N∞一a咖cIlltuIal天然气c∞

”“”ty 柴油Die∞l

汽油P咖l
煤炭Co矗1

0(O．O)

O(O．O)

70(74．5)

O(O．0)

O(O．O)

O(0．0)

O(O．O)

O(O．0)

2(1．1)

90(47．9)

O(O．0)

16(8．5)

12(6．4)

2(1．1)

18(9．2)

4(20．O)

84(42．9)

4(2．0)

30(15．3)

18(9．2)

8(4．1)

18(3．8)

6(1．3)

044(51．O)

4(O．8)

46(9．6)

30(6．3)

lO(2．1)

盖哪valm：94．7
(P=O．O)

Sl*mn
Cmelation：0．189

(P=0．000)

水能Hydr∞∽。贸 O(O．0) 2(1．1) O(O．0) 2(O．4)

薪柴FimⅧ0d 鹋(72．3) 24(12．8) 82(41．8) 174(36．4)

生活能源

消费结构

“viIIg

energy

comumpIl“
雠Ⅲcture

做饭

CookiIlg

秸秆S唿w O(O．O) 18(9．6) 6(3．1) 24(50．0)

电El∞砸c毋 6(6．4) 32(17．O) 20(10．2) 58(12．1)

沼气Bi唧s 6(6．4) lO(5．3) 32(16．3) 48(1∞．O)

天然气G∞ 4(4．3) 34(18．1) 12(6．1) 50(10．5)

工squam val啪：133．9

(P=O．000)

Speamm
Cor弛lation：O．072

(P=O．116)

煤炭coal lO(10．6) 70(37．2) 44(22．4) 124(25．9)

黧盟。h删 娜3．2) 。幺(13．3) 姗7．3) 109(22．8)

取暖

Wmnillg

秸秆S㈣
电El∞试c蛔

沼气Bi唧
天然气‰

太阳能S0l盯∞ergy

风力wiIld energy

柴油Die∞l

汽油№rol

O(0．O)

16(17．0)

O(O．O)

O(O．O)

o‘O．O)

0(O．O)

0(O．O)

O(O．O)

33(17．6)

29(15．4)

4(2．1)

6(3．2)

0(0．0)

2(1．1)

0(0．O)

O(O∞)

8(4．1)

6(3．1)

O(O．O)

- O(0．O)

2(10．O)

O(O．O)

4(20．O)

2(10．O)

4I(8．6)

5l(10．7)

4(0．8)

6(I．3)

2(0．4)

2(O．4)

4(0．8)

2(O．4)

工凹pIm value：149．4

(P=0．000)

Spemm
Correlati∞：O．324

(P=O．000)

煤炭co矗I 28(29．8) 幻(47．3) 140(71．4) 257(53．8)

照明Lighting 电Electlic时 94(100．O) 188(100．0) 196(100．O) 478(100．O) c舯110t be cal伽lated

娱乐 电Electricily 92(97．9) 188(1∞．O) 196(1∞．0) 476(99．6)

E“te山i“Mt汽油Die∞I 2(2．1) O(0．O) O(0．O) 2(0．4)

薪柴F№w∞d 22(23．4) 4(2．1) 3l(15．8) 57(11．9)

秸秆sbw 4(4．3) O(O．0) 2(10．0) 6(1．3)

电Electrici哆 35(37．2) 6I(32．4) 33(16．8) 129(27．O)

苎要 天然气G鹳 o(o-o) 2(1．1) 3(1．5) 5(10．o)
3nOW日

’。’’

太阳能Sol口eM帮 19(20．2) 105(55．9) 56(28．6) l∞(37．7)

汽油Pe嘶I O(O．O) 0(0．0) 3(1．5) 3(O．6)

煤炭CoaI 14(14．9) 16(8．5) ∞(34．7) 98(20．5)

工叩黜value：118．5
(P=O．O)

sI坼甜man
Conel砒jon：O．225

(P=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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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

对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方差膨

胀因子的最大值为1．312，最小值为1．025，均小于

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不需

要进行多重共线性处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愿的

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的结果见表2。

将表l中的解释变量分块，分步骤加入方程中，

得到五个嵌套模型。随着模型从步骤1到步骤5的

变化，一2对数似然值逐渐减小，Nagelkerke R2值逐

渐增加，卡方值逐渐增加且其显著性概率都为

0．000，说明各步骤增加的变量对模型解释的贡献增

加。最终模型的卡方值为105．622，显著性为0．000，

说明跟截距模型相比，该模型的一2对数似然值的

减少量较大，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解释掉因变

量44．5％的变差(N孵lked【e R2值为0．445)，解释力

较强。模型检验结果显忝，在理论假设中预设的五

方面因素中，都分别有一部分解释变量对农村家庭

清洁或可再生能源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农户

个人特征因素组中，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包括“性

别”、“户主年龄”、“有否村干部”。在农户社会经济

因素组中，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是“2009年家庭

总收入”。“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知晓度”、

“对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好处的认知度”等解

释变量均具有显著影响。在农户的效益预期因素组

中，农村家庭对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源的“效益预

期”这一因素具有显著影响。在区域因素组中，“地

区”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

表2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及检验结果

7I铀le 2 11Ie矗屺to璐i胡uenced the nlraJ households energ)r con舢nption wiⅡi11印e略arId model te或re8ult8

注：**表示相应变量在0．05水平和O．们水平都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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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通过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比较了陕南、关中、陕

北3个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现状和能源消费意

愿。研究表明：受自然地理与资源条件的影响，陕

南、关中与陕北三个地区之间在农村家庭能源生产

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陕南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

结构单一，处于能源阶梯的最低级，以传统生物质

能、人畜力为主；关中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

较为多元，处于能源阶梯的第二级，特点是低级能源

与高级能源并存，其中煤炭、柴油汽油、电、太阳能等

所占比例较高；陕北地区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介于

陕南和关中之间，传统生物质能、人畜力和各类高级

能源都占有较大比例。陕南、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

家庭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意愿均较强烈；

农村家庭是否愿意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受

性别、户主年龄、有否村干部、年家庭总收入、对清洁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知晓度、对使用清洁能源或可

再生能源好处的认知度、对使用清洁或可再生能源

的效益预期以及地区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总之，从长远来看，陕西农村家庭能源结构现状

不利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优化农村家庭能

源结构，如何满足陕西农村家庭对清洁或可再生能

源的消费意愿，仍是当前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的一

项迫切任务。

3．2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进程和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

快，农业现代化水平将会提高，农业技术不断推广，

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将会增加，生活方式也会趋向

城镇化，生产生活的变化将改变农村家庭的能源需

求结构，农村家庭对能源的需求量和需求等级都不

断提高。同时，日益完善的道路交通设施，给高级能

源流向农村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煤炭、石油等高

级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不能满足农村地区的无限制

低效使用，因此，未来陕西省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相

关能源政策的制定，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地理地区可以

实行不同的因地制宜的能源发展战略。陕北地区石

油、煤炭资源丰富，但生物质能源相对较少，要通过

技术手段，提高陕北地区石油煤炭等高级和不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考虑多发展太阳能；植树

造林是百年大计，提倡种植能源作物、营造薪炭林，

才能做到能源可持续发展。关中地区石油、煤炭资

源丰富，同时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丰富，应该重点

发展农村”四位一体”的户用沼气事业[1 2J。陕南地

区水利与生物质能比较丰富，应该通过多建小水电

站和户用沼气来满足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能源消费

需求。各地区之间能源资源的调配，需要政府的统

筹规划与针对性的扶持项目扶持。例如，随着关天

经济区的政策与资金支持，道路交通的日益便利，要

将陕北与或关中的煤炭、石油等高级能源输送到陕

南地区，主要用于支持陕南农村的农业与非农业生

产。政府还可以对消费者进行经济补贴、财税政策

调节，通过市场引导、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化执法

力度等多种手段，来提高农村家庭清洁或可再生能

源的消费比例。

第二，各地区政府充分发挥其职能。在尊重当

地居民的能源消费意愿、承受能力和文化习俗的前

提下，结合当地自然地理资源条件，选择能源的恰宜

技术在农村家庭中推广。在新能源技术推广方面要

下足功夫，不要让新能源技术成为农民新的负担，而

要让他们成为操作方便、投资小、环保的新能源技术

的受益者。同时，技术的售后服务一定要长期持续

地跟上，这样才能让农民由意愿变为实际行动。当

然，更长期的努力应该从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做起。

致谢：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

业2007级和2008级同学在问卷调查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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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h删terized by c∞xisting of Low—level锄d advarIced energy，such鹪coal，die∞l，g鹊，solar粕d electdcity，卸．

co帅ts for a higIl pmportion in the朗e毛g)r eon鲫mpti蚰stmctu糟．-11le energ)7 c蚰sumption structure of ruml in nonhem

Sh龃n】【i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0f both Illiddle and∞uthem pani髓of Shann】【i，include tmditiorlal bioⅡ幽s，horse．

power，咖严鹏r舶d adV扑ced ene弓盯．1he faIIlilies h吖e a stmng consumption埘llin印ess t0 u∞the cle锄or renewable

energy in all pans of Sh觚麒i pm“nce，柚d骶№innuenced si印i6c龃tly by m蚰y f如to璐．

Keywords：Sh锄】【i胁rince；mral household；ene日盯stmcture；ene固r co璐umpti∞诵Uo●●·■■-‘●憎·‘卜o·-‘■···■_·卜·■■-·●_o■卜．■■·■H■●_o●一●_o●●·_●一●■·o●嘲●-●-·●_●·●忡忡‘●忡·●帅。●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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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Eco-fbotprint MOdel”and its application in Ning】|【ia

eco-fbotprint calculation

DONG Hong—lin，DU Hui-ying

(觑魄即脚如一．胁e．‰，怖缸缸d．矿A卵．＆凡孵．&切l嬲，
Abst糟ct：In order to∽curately me鹅u陀tlIe 8惜tair曲ility 0f w伪tem China，“West Ecolo舀cal F．ootprim M0del”

w鹪set up．Calorie Value per kilo 0f bio—pIDducts w鹊intmduced to∞lve the pmblem tllat diffbrent bi伊pmducts c趴not

be小nBctly added in weigIIt．强e key pa瑚mters for the珊Ddel we陀conlputed based on the∽tuaI data collected fmm

westem Chi姐．Finally，∞如眈periI∞nt，tlle rnodel w鹪employed in calculation of Ning)【ia ecolo舀cal fbotprim鹪weU

龉in sustainability鹊ses8ment of Nin鲥a econoIIlic deVel叩ment．The re8ults indjcated that per capita．ecolo西cal deficit of

Nin鲥a眦s up to O．749 hm上，粕d tIla：t ecolo百cally鲫叩lus population took up 33％of the total in 2009；∞，cumnt

Ning，【ia IIlodel f打eco∞Inic devel叩ment is unsustainable．Proposals were put fbrward to better the situati∞，t∞．“West

董kolo百cal Footprint Model”i8 suitable for studying ecoJp舀cal fbotprint a咖ng provinces in westem Chi眦alld it also pm．

、rid船a refb托nce f撕ecolID百cal fbotprim删ysis in o【her Iniddle to smalI a陀器in Chim．

K叼‘woHls：“West Eeological R00tprint Model”；caIcul砒ion 0f key p啪mete瑙；study of Ningxia ecological f钿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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