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节能技术发展的新动向
日本政府在 2 00 1

一

20 02 年制定了新的节能技术发展战略
,

强调
“

以
‘

需
,

为本
”

的战略思维
,

立

足于民用
、

运输
、

产业等跨部门的节能需求
,

大力加强战略性的技术开发和普及
,

形成从提出课题到

加以解决
,

从基础技术开发到应用
、

普及
、

波及的
“

一以贯之
”

的技术发展计划
。

之了 些昭查
_

_

日本是一个能源匾乏的国家
,

几

乎所有的石油
、

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

都需要依赖进口
。

因此
,

日本政府一

直十分重视节约能源
。

特别是上世纪

7 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高

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日本经济
,

促使 日

本政府将能源政策重点转向利用原子

能
、

开发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
,

通

过各种努力降低日本能源需求对石油

的依赖
。

1974 年
,

日本制定了发展

新能源技术的
“

阳光计划
’, ,

其后制

定了发展节能技术的
“

月光计划
’, ,

197 9 年又颁布实施 《节约能源法》
,

对能源消耗标准做出严格规定
。

在节省能源
、

提高能源效率方

面
,

凡大量消耗能源的产业都推行了

各种节能措施
,

并开发出许多先进的

节能技术和省油型轿车等多种多样的

节能产品并使其畅销国内外
。

自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

日本通过节能大

大降低了单位 G D P的能耗
,

例如 90

年代末美国 1 万亿美元 G D P 需消耗

的能源经过换算相当于 2. 64 亿吨石

油
,

而 日本仅消耗 0
.

9 6 亿吨石油
,

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当于美国的

2. 7 5 倍
。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但随着

经济社会的变化
,

日本在节能方面又

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

其一是随着各种

民用电器普及率的提高
,

非生产性能

源消耗迅速增加
,

例如 20 00 年度家

用能源消费比 199 0 年度增长了 2终舞 ;

其二是随着汽车的普及和运输结构的

变化 (客
、

货运汽车运输与飞机运输

的比重增大 )
,

运输的能耗大幅增加
,

例如 20 00 年度运输用 能源消费比
199 0 年度增长 22 %

,

同期总运输量

仅增长 10 % ; 其三是在国际石油价格

走低以及部分能源效率高的企业向海

外转移而能源效率低的企业仍留在日

本国内的背景下
,

依然占全国能源需

求将近一半的产业部门的能源效率有

所下降
,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工业

生产仅增长 0 .4 %
,

同期工业对能源的

消费却增长了 9. 1%
,

其中制造业对能

源的消费增长了 13
.

6 %
,

在造纸
、

化

学
、

钢铁和建材这 4 大材料产业中
,

能源使用效率上升的只有造纸业
。

针 对 以上问题
,

日本政府在

20 01
一200 2 年制定了新的节能技术发

展战略
,

强调
“

以
‘

需
’

为本
’,

的战

略思维
,

立足于民用
、

运输
、

产业等

跨部门的节能需求
,

大力加强战略性

的技术开发和普及
,

形成从提出课题

到加以解决
,

从基础技术开发到应用
·

普及
、

波及的
“

一以贯之
, ,

的技术发

展计划
。

该计划主要有 6 大特点
:

狠抓应用面广
、

普及面大的民

用
、

运输
、

产业等部门使用的机器设

备的节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高度重

视提高非生产性领域的能源效率
。

在民用设备方面
,

特别重视提高

空调机 (占民用 能源消费的大约

5 0% )
、

照明器具 (占民用能源消费

的大约 30 % )
、

热水及其他供热设备

的能源效案
自
同时之舞意应对信息化设

备普及所带来的节能需求的增大
,

提

高个人电脑
、

高功能电视机
、

手机和

笔记本电脑等携带信息设备所使用的

低压直流电源充电器和转换器 (包括

其中的元器件) 等的能源效率
,

在减

少信息设备自身及其元器件的能源损

失的同时
,

注意减少信息设备发热引

起的空调负担增大等问题
、

近年来
,

日本的节能技术
,

特别

是电器产品的节能技术取得了明显的

进展
。

日本绝大部分空调的耗电量已

降到 10 年前的 30 %
一50 %

。

日本厂家

还在大力开发录像机
、

音响等电器产

品的定时
、

待机状态节能电路
,

计划

将定时
、

待机状态的耗电量降低到目

前的 1%
口

日本还在开发一种使用发

光二极管
、

具有很高的电光变换效率

的照明器具
,

其能源消费量约为白炽

灯泡的 珑
,

荧光灯的 扼
,

其开发目

标是在 2 007 年达到商品化
。

在运输设备方面
,

考虑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家用轿车确旨源需求的增加
占整个运输部门能源需求哟口量的比

例高达 50%左右
,

因此将家用轿车的

节能对策作为重点
,

其中
,

又特别重

视减少汽车在行驶中和待机时的能源

消费
。

在产业设备方面
,

特别重视提

高多数行业都要使用的电动机
、

蒸汽

能源的能源效率
p

在民用和业务用建

筑物方面
、

提高隔热性能依然是重要

课题
,

特别是考虑到已有建筑物的比

重很大
、

注意开发已有建筑物重新装修

时可以L撇简易
·

低成本地提高隔热性

能的工程技淞大佩时奄鸯意睐发
、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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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窗等
“

开口部位
”

的隔热技术
。

从系统技术
、

系统工程的角度

重视包括需求管理在内的系统设计与

运用软件的开发与普及
。

在民生部门
,

大力普及家用能源

管理系统 (H EMs)
,

通过利用信息技

术使空调
、

冰箱等家庭电器处于最佳

的运行状态
,

控制照明装置的开关与

调节
,

并且通过随时显示费用
,

使用

户及时了解其能源使用状况
。

在业务

部门
,

推进业务用建筑物能源管理系

统 (B EMs) 的普及
,

加强对业务现

场的能源需求管理
。

在运输部门
,

建

设利用信息技术的公交车优先系统

(用 1
〕S)

,

其主要手段是在公交车接近

十字路口时延长绿灯时间缩短红灯时

何
,

伺时向民间用户提供政府保有的

道路交通信息
,

以便使民间用户得以

利用智能交通系统 (ITS ) 更好地回

避交通堵塞路段
。

在消费不断扩大的

冷冻食品的物流方面
,

从产品制造到

送达消费者的过程中
,

存在着加工
、

保管
、

运输等各个环节的各不相同的

能源消费形态
,

与其针对各个环节进

行技术开发
,

不如从整个系统的角度

抽出课题进行开发更可能产生成效
。

重视建设有利于促进节能技术开

发
、

应用和普及的环境条件‘

为了贯彻
“

以
‘

需
’

为本
’,

的节

能技术发展方针
,

大力完善向民间各

部门公开和提供节省能源所需要的基

础数据
、

资料等的体制 ; 加强
“

产

(产业 ) 官 (政府部门 ) 学 (大学)
’,

以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

促进

不同部门
、

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交

流 ; 重新检讨与节能有关的各种规章

制度 (例如对于有碍于节能的安全规

章制度
, ⋯在不至于引起安全问题的情

况下
,

放宽有关规章制度 ) ; 促进成

为节能对象的机器设备的标准化
、

从

技术开发1蟾段开吹台就昔虑女口何尽可能

地采用标准技术
,

以便降低机器设备

的成本
;

推进有关机器设备的能源效

率测定
、

评价标准的统一化等
。

注意扩大节能技术的跨部门
、

跨

领域的波及效果
。

鉴于产业部门在节能对策方面往

往比民用部门先行一步
,

因此
,

需要

推动产业部门的节能技术向民用部门

的推广
。

要大力发掘将某个部门已经

实用化的节能技术向其他部门推广的

可能性
。

例如将办公用建筑物的窗户

等
“

开口部分
”

所采用的比较成熟的

节能技术通过
“

低价格化
”

转用
、

普

及于家庭住宅
。

在开发节能技术的时

候
,

宜优先开展那些可能具有
“

跨部

门应用性
”

的课题的研究开发
,

同时

注意跨技术领域的波及效果
,

例如利

用电子电力技术提高电动机的能源效

率 ; 通过提高电动机的育狐效率来提
高风扇

、

泵
、

鼓风 (送风 ) 机
、

压缩

机等的能源效率等
。

注重节能技术与环保技禾结合
。

节省能源本身就是环境保护的一

个重要环节
。

19 98 年日本制定了节

能效果达 5600 万公升的节能对策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量
,

以满足 1夕97 年底召开的防止地

球温暖化京都会议规定的目标
。

许多节能技术本身就具有环保的
作用 ; 许多玮保技术本身也可能具有

节能的效果
。

例如
,

在汽车方面
,

改

进发动机
、

减轻车体重量
、

减少行驶

阻力
、

抑制燃料消费等节能技术的应

用同时具有削减 N
.皿

、

PM (浮游微粒
子 ) 的环保作用 ; 而开发

、

普及
“

清

洁型汽车
”

则同样可能带来节能效果
。

努力提高全体国民的节能意识
,

以便使节能技术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

在这方面
,

日本政府采用了法制

和教育这两大手段
。

日本政府早在

19 79 年就制定了 《节约能源法》
,

对

节能达标的单位
,

政府在一定期限给

予减免税的优惠 ; 对未达标者
,

政府

会依法公布单位的名称
,

并处以 10 0

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

《节约能源法》

对办公楼
、

住宅等建筑物也提出了明

确的节能要求
,

一

并制定了建筑物的隔

热
一

隔冷标准
·

一 19 98 年日 本对 《节约能源法》

进行修改
,

导人
“

领先原则
”

促使汽

车
、

家电等机器设备的能派效率进一

步提高
, 一

所谓 ,’领先原则
”

就是
,

汽

车
、

家电等各种机器设备的节能性能

要超过现在已经商品化的同类产品中

节能性能最好的产品
,

经过修改的

栉约能源法》还加大了赏罚的力度
,

规定中小企业及事业单位必须任命能

源管理员
,

必须接受有关节能的讲

习
,

必须对本单位的能源使用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等
蛋

口

燎望新闻周和仓0 0 4津芍润
一

3 日第组啼期
乍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