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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级行政区未来气候耗能变化可能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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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利用 7 个全球耦合气候模式的集成结果 , 得到我国 2020～2029 和 2050～2059 年气温

和度日变化的可能情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计算得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未来气候耗

能变化的可能情景。结果表明 : 我国未来平均年总度日有显著的降低 , 总度日的变化有明显

的地域性 , 西部和北方地区降低 , 南方地区有所增加 ; 取暖度日普遍降低 , 降温度日有不同

程度的增加 ; 2020～2029 年和 2050～2059 年度日变化空间格局相似 , 2050～2059 年的变化幅

度大于 2020～2029 年 ; 未来我国南方沿海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耗能有所增加 , 气候耗能下降区

主要分布在北方、中部和西部地区 ; 气候耗能变化空间格局有度日变化的作用 , 也受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同一地区的各省 (区、市) 具体气候耗能变化值也有较大差异。

关 键 词 : 气候变化 ; 度日 ; 气候耗能 ; 未来情景

文章编号 : 100020585 (2009) 0120036209

1 　引言

　　能源消费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 , 能源消费被认为是引起全球变化的主要原

因之一 , 全球变化反过来也会对能源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多研究发现气候因子与能源

消耗 (包括天然气、电、燃油等各种能源) 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8 ] , 大气 CO2浓度增

加可能引发的气候变化会对能源消费带来明显影响[9 ] 。在美国[10～12 ] 、香港[13 ] 、地中

海[9 ,14～16 ]和中国大陆[17～22 ]等地区展开的气候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也证实能源消费

和气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 气候变化会引发能源消费变化。袁顺全等[ 19～21 ] 对中国大陆能

源消耗和气候关系的研究 , 得到过去几十年我国能源消耗与气候的关系随时间增强的变化

情况。Qian 等[22 ]研究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气候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 但没有分析未来气候和

社会经济情景下的情况。目前 , 气候学界一般认为 , 大气中 CO2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导

致未来气候进一步变暖 ,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未来中国能源

消费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必然会增加 , 作为人口和能源消费大国 , 未来气候情境下中国气

候因子耗能 (气候耗能) 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

　　本文利用 IPCC 推荐的 7 个模式的模拟结果 , 尝试分析未来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情景

下 ,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能源消费中气候因子耗能的变化情况。首先依据模式预测结果计算

度日 , 然后利用 Robinson [23 ]的方法计算中国各省 (区、市) 能源消费中的气候耗能 , 对其

可能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 希望可以为国际谈判、制定能源战略和指导节能减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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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国家级气象站分布图

Fig11 　Dist rib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China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1 　资料来源

　　中国 676 个国家基准、基本站

1951～2000 年月平均温度数据和省会

城市站 1971～2000 年日平均温度数据

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

站点分布见图 1。各省 (区、市) 能源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

数据缺失 , 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

没有纳入气候耗能分析中 , 重庆市并

入四川省进行分析。

212 　度日计算方法

　　Thom[24～26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首次提出了度日 (degree2day , DD) 的概念 , 作为表

征环境调节需求的重要指标之一 , 国内外学者利用度日方法进行了许多气候与能源方面的

分析[ 8 ,15～17 ] 。某日的度日就是该日平均温度与规定的舒适/ 基础温度的偏差 , 偏差越大环

境调节的需求越强烈。根据不同的目的可以分为取暖度日和降温度日。取暖度日 ( heat2
ing degree2day , HDD) 是日平均温度低于基础温度的值 , 降温度日 (cooling degree2day ,

CDD) 是日平均温度高于基础温度的值。

HD D = Tb1 - T i 　　T i ≤ T d

CD D = T i - Tb2 　　T i ≥ Tb2

　　其中 : T i 为日平均温度 ; Tb1为取暖的舒适温度 ; T d 为取暖的界限温度 ; Tb2 为降温

的舒适温度。

　　根据《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27 ] 的规定和相关研究[21 ] , 本文设定的取暖界

限温度为 5 ℃, 舒适温度为 18 ℃, 降温的舒适温度设定为夏季开始的界限温度 22 ℃。

　　年度日为一年度日值的直接加和 , 还可以利用月均温通过统计方法获得近似值[28～30 ] 。

这里选择 Wendland[29 ]提出的月平均温度直接计算法计算年总度日。

DD y = ∑
12

m = 1
DD m = ∑

12

m = 1
| Tm - Tb | n

　　其中 , D D y 为年总度日值 ; D Dm 为月度日值 ; Tm 为月平均温度 ; Tb 为基础温度 ; n

为每月天数。

　　为检验月平均温度计算年度日方法的可行性 , 对 29 个省会城市 1970～2000 年逐日和

月平均温度计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 结果的相关系数为 01999 , 通过 0101 的显著检验 ,

相对误差 010576 , 可以满足本研究的精度要求。

213 　未来气候情景

　　本文采用 IPCC 推荐的 7 个全球气候模式 ( CCCMA_3 ,CSIRO_M K3 , GFDL _CM2_0 ,

MIROC3 ,MPI_ ECHAM5 ,NCA R_CCSM ,U KMO_ HADCM)模拟结果预测未来气候情景。

关于 7 个模式的参数细节和模式对中国区域的模拟能力等 , 可参考相关文献[ 31～34 ] 。计算

在 A1B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 1990～1999 年、2020～2029 年和 2050～2059 年 7 个模式平

均的温度值。A1B 情景是一种设定的未来温室气体中等排放情景。在这种情景下 ,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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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CO2浓度将在 21 世纪末或 22 世纪初比工业化前提高 1 倍。对能源消费的研究 , 站点数

据比格点数据更能表现环境调节的需求 , 所以我们利用三次内插将气候模式的输出结果插

值到 676 个站点上[31 ] 。利用 7 个模式输出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以及 Wendland 方法计算各气

象台站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年度日值。

214 　能源消耗模型

　　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受到社会经济因子和气候因子的共同影响 ,其构成可用下式表示 :

y = y t + yw + yc

　　式中 , y 为实际能源消费量 , y t 为能源消费趋势量 (社会经济耗能量) , yw 为波动量
(气候耗能量) , yc 为随机量。趋势量是假设在气象等因子正常的情况下 , 由于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的能源消费量 , 是逐渐上升的 , 在时间序列上是个变化比较平稳的过程。气候耗

能量是指由于气象因子 (温度、降水、气象灾害等) 的季节、年际波动而产生的能源消费

量 , 是造成能源消费量围绕社会经济耗能量波动的主要因素 , 有随经济发展的趋势量和受

气候波动影响的分量 , 其中后者又可以分为受气象灾害影响的部分和室内环境调节用的部

分。气象灾害的影响一般隐含于农业耗能中 ,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 , 气象灾害耗能的影

响越来越微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中国能源消耗和气象灾害的相关性越来越低。另

一方面 ,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空调使用量的增加 , 能源消费和温度的相关性将越来越显

著。1990～1999 年取暖度日与取暖煤炭消耗量的相关性通过了 0105 的信度检验 , 同时

1986～1998 年降温度日和降温电力消耗量的相关性也通过了 0105 水平的信度检验[ 19 ,20 ] 。

此外 , 在现阶段气象灾害情景的预测非常困难 , 因此 , 本文只讨论温度变化对气候耗能的

影响 , 不涉及气象灾害对气候耗能的影响。式中随机量是指由于其他随机因素而产生的那

部分能源消费量 , 一般所占的比例较小 , 且不易分离 , 通常忽略。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各省 (区、市) 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形式 ( y t = b0 + b1 ln x) 可

以很好地拟合能源消耗中的社会经济分量 , 拟合值与实际值的相关系数均超过 0101 的显

著水平 (附表 1) 。统计分析各省 (区、市) GDP 与社会经济耗能的关系 , 拟合各省 (区、

市) 逐年社会经济耗能量 , 计算各省 (区、市) 逐年实际能源消耗量与社会经济耗能的差

值 , 得到气候耗能量。

　　空调、暖气等环境调节活动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支撑 ,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 , 空调、暖气等将大量使用 , 用于室内环境调节的能源必将不断增加 , 此外 , 还有人

口、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 因此对气候耗能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 , 尤其是我国

目前的社会经济水平不能完全满足环境调节用能需求 , 简单的使用度日对气候耗能进行回

归不能恰当拟合未来气候耗能。为综合社会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 本文在模拟气候耗能

情景时借鉴了 Robinson 的方法[23 ] , 假定对特定的温度 , 气候耗能可用由非气候因素组成

的公式决定 : yw = y t ×w t

　　则 : y = y t + y t ×w t

　　式中 , y 为总能耗 , y t 为社会经济耗能 , yw 为气候耗能 , w t 为气候敏感系数。为计

算方便设定 w = 1 + w t , 即 : y = y t ×w

w = y/ y t

　　由此得到剔除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后的气候耗能因子 w 。分析 1961～1999 年各省
(区、市) 气候敏感系数和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各省 (区、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

及消费水平不同 , 气候耗能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异[ 16 ] , 各省 (区、市)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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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敏感系数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计算各气候因子与气候敏感系数

的回归方程 , 并比较回归结果与实际值之间的相关性 , 最终确定各省 (区、市) 气候因子
(温度/ 度日) 对气候敏感系数的回归方程 (附表 2) 。

　　假设 : 1) 当达到 2020～2029 和 2050～2059 年的经济目标时 , 我国总的能源消耗情

况与美国达到同样国民生产总值时相同 ; 2) 在 1990～2059 年 , 我国各省 (区、市) 能源

消耗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预计到 2020～2029 年 , 我国年平均 GDP 相当于美国 1982～1991 年的水平 , 约 5122

×1012 ＄。美国 1982～1991 年每年平均能源消耗为 21381 ×105 万吨标准煤。假设我国

2020～2029 年消耗的能源与之相同 , 各省 (区、市) 的能源消耗在全国消耗中所占比例

与 1990～1999 年一致 , 可以推算出届时我国各省 (区、市) 能源消耗情况。同样可以推

测我国 2050～2059 年每年约消耗 14112 ×105万吨标准煤。

　　利用各省 (区、市) 气候因子 (温度/ 度日) 对气候敏感系数的回归方程计算气候敏

感因子 , 结合总的能源消耗量 , 通过 Robinson 的方程以及对未来温度和度日的估计值 ,

计算得到 2020～2029 年和 2050～2059 年两个时段的平均气候耗能情景。

3 　结果与分析

图 2 　模式平均的我国年总度日

Fig12 　The model2average annual degree2day

311 　度日变化

图 3 　未来我国各省 (区、市)总度日可能变化情景 ( ℃)

Fig13 　The possible provincial degree2day

change in future ( ℃)

　　图 2 所示为模式平

均的我国 1961 ～ 2060

年平均年总度日。在未

来人为气候情景下我国

平均年度日有明显的下

降趋势 , 特别是 2000

年以后 , 度日的线性趋

势达到 - 717 ℃/ a。另

外 , 模式平均的度日变化情况在我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图 3 所示为以 1990～

1999 年为基准的各省 (区、市) 未来

总度日变化情况。

　　可见 , 在人为气候变化情景下 ,

我国未来总度日的变化有明显的地

域性。西部大部分地区降低 ; 中东

部地区总度日一般随纬度降低而增

加 , 可以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类 ,

北部降低 , 南部增加 , 中原地区总

度日变化不明显。

　　到 2020～2029 年 , 西部地区和

北方地区 (淮河以北) 的总度日将

经历显著的降低过程 , 降低最多的

是青藏高原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 ,

其次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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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各省 (区、市) 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其中海南省的增加最为强烈 , 其次为广东

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除去江苏、安徽和浙江三个省外 , 2050～2059 年总度日可能变化情景的地理分布特

征与 2020～2029 年类似 , 只是变化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总度日增加的省份仍主要分布在

南方沿海省份。增加最多的省 (区、市)仍然是海南 , 其次为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 ; 总度

日减少仍以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最多 , 减少最多的省 (区、市)为西藏 , 其次是吉林和青海。

　　分别计算各省 (区、市) 未来年取暖度日和降温度日的变化情况 (图 4) 。受人类活

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影响 , 我国各省 (区、市) 未来年平均温度均将上升 , 增温幅度北方大

于南方 , 冬季大于夏季 ; 各省 (区、市) 取暖度日降低 , 降温度日则有所增加 ; 北方各省
(区、市) 降温度日的增加明显低于南方 , 但取暖度日的降低则远大于南方。从全国来看

取暖度日的变化强度也大于降温度日 , 例如 , 海南省降温度日的增幅分别为 20913 和

45210 ℃, 小于吉林省取暖度日 41314 和 123614 ℃的降低幅度。

图 4 　未来我国降温度日 (a) 和取暖度日 (b) 的变化 ( ℃)

Fig14 　The future cooling (a) degree2day and heating ; (b) degree2day change ( ℃)

312 　气候耗能的变化

　　由相比于 1990～1999 年我国 2020～2029 年和 2050～2059 年气候耗能的可能变化情

景可以看出 , 未来我国南方沿海大部分地区气候耗能量将呈上升趋势 , 气候耗能的下降省
(区、市) 主要分布在北方、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与我国总度日变化的地理分布大致一致。

　　就各省 (区、市)和未来不同时期来看 , 我国 2020～2029 年的气候耗能 (图 5) 增长以

广东、福建和云南最高 ; 气候耗能降低最显著的省 (区、市) 为青海和四川 , 其次为吉林和

内蒙古 ; 中部地区变化较小。但由于大部分省 (区、市) 气候耗能增加 , 全国总的气候耗能

也呈增加趋势。

　　2050～2059 年 , 气候耗能变化的空间分布情况与 2020～2029 年类似 , 但变化的量值

明显增加。(图 6)

　　从气候耗能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度日的影响。总度日增加的省 (区、市) 一般气候耗能也

有所增长 , 且度日增加越大能耗的增加也越大。例如广东和福建总度日增加的幅度较大 ,

两省气候耗能的增量也较大 ; 内蒙和四川总度日减少的幅度较大 , 其气候耗能的减少也较

其他省 (区、市) 显著。但是 , 度日变化相近的省 (区、市) 气候耗能也可能有较大的差异 ,

这当归结为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例如在 2020～2029 年气候耗能的情景中 , 福建总度日

的增长略小于广西 , 但是气候耗能的增长值却大于后者 , 分别为 556 和 340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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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50～2059 年气候耗能的情景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吉林和青海在 2050～2059 年总

度日的变化幅度相近 , 分别为 - 58616 ℃和 - 56318 ℃, 但气候耗能的变化值有较大的差

异 , 分别为 2339 和 - 962 万吨标准煤。福建、广西、北京、河北和宁夏等省 (区、市) 也有

相似的现象。

4 　结论

　　利用 7 个全球耦合模式的输出结果得到未来我国各省 (区、市) 地面温度和度日的可能

变化趋势 , 然后计算得到了我国未来气候耗能的可能变化情景。得出结论如下 :

　　1) 受未来气候变暖的影响 , 我国未来平均取暖度日明显降低 , 降温度日有所增加 ,

总度日将显著降低 , 但总度日的变化有明显的地域性 , 西部和北方地区降低 , 南方地区有

所增加。各省取暖度日将普遍降低 , 降温度日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北方和西部地区取暖

度日的减少大于降温度日的增加 , 南方地区降温度日的增加占优势 , 但总体来看取暖度日

的变化幅度要大于降温度日。2020～2029 年和 2050～2059 年度日的空间变化格局相似 ,

但是 2050～2059 年的变化幅度要大于 2020～2029 年。

　　2) 受度日变化的影响 , 未来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耗能有所增加 , 而下降区主

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地区。此外 , 由于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 气候耗能的具体变化

值也有所不同。全国总的气候耗能在两个时段中均有所上升 , 这可能会增加我国未来节能

减排的压力。

　　3) 目前我国取暖/ 降温度日的基础温度设定与发达国家差别显著 , 考虑取暖/ 降温基

础温度的修订和自然灾害影响 , 未来气候耗能很可能会大于本文给出的情景。另外 , 未来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社会经济情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不确定性 , 相对

于 1961～1990 年 , 到 2030 年和 2060 年中国气温可能增温 115～218 ℃和 218～317 ℃, 模

式平均分别为 119 ℃和 310 ℃[35 ] , 由此可能造成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

致谢 : 感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徐影博士提供 7 个全球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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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省 (区、市) 能源消耗拟合系数

省 (区、市) b constant 省 (区、市) b constant

安徽 12541766 - 5283171 江西 3231 1125 - 2071638

北京 78610339 - 2104109 辽宁 16201097 - 4025113

福建 50519818 - 1605169 内蒙古 7341 5518 - 1958164

甘肃 51916269 - 6681682 宁夏 2021 7489 - 2451 79

广东 23361 49 - 127451 3 青海 1951 2835 - 3171892

广西 67819466 - 2708109 山东 16731649 - 5612173

贵州 11351637 - 4056116 山西 15141808 - 3993156

海南 18115621 - 7251062 陕西 6691 9996 - 1734138

河北 18461748 - 6144132 上海 10851237 - 4120174

河南 11621622 - 26851 7 四川 18111843 - 6233144

黑龙江 75512841 14711255 天津 3761 5957 - 1611435

湖北 11731275 - 3950162 新疆 6311 9435 - 1506147

湖南 94516314 - 2511103 云南 8371 2309 - 3077155

吉林 96211532 - 2683161 浙江 14441315 - 7118182

江苏 16561 52 - 6448161

附表 2 　各省区 (市) 气候敏感因子拟合系数

a b c constant r

甘肃 41 0E - 04 - 410 E - 06 01 19 01 408 3

广东 - 51 5E - 01 01 0E + 00 318 E - 06 811 60 01 412 3

海南 114 E - 02 01 0E + 00 010 E + 00 - 2151 01768 3 3

黑龙江 - 61 0E - 02 21 9E - 03 - 410 E - 05 11 35 01607 3 3

吉林 - 51 3E - 01 11 7E - 03 - 210 E - 05 11 40 01 253

辽宁 91 0E - 05 - 710 E - 07 01 81 01694 3 3

青海 810 E - 04 - 11 1E - 03 414 E - 05 11 05 01 375 3

山西 41 0E - 04 - 310 E - 06 01 04 01 398

a b c constant r

安徽 010 E + 00 - 81 0E - 08 417 E - 11 11 02 01437 3 3

广西 113 E - 03 01 0E + 00 010 E + 00 - 0102 01 209

贵州 212 E - 03 - 41 0E - 06 119 E - 09 01 80 01 289

江苏 31 7E - 07 - 210 E - 10 71 68 01694 3 3

江西 21 0E - 06 - 210 E - 09 01 66 01 469 3

湖北 - 81 0E - 04 71 3E - 07 - 210 E - 10 11 30 01 208

湖南 418 E - 03 - 51 0E - 06 114 E - 09 - 0146 01 374

河南 - 11 1E - 03 31 3E - 07 11 82 01 43 3 3

陕西 310 E - 04 - 11 0E - 08 01 46 01564 3 3

四川 - 71 0E - 05 11 09 01 027

山东 112 E - 03 - 910 E - 11 - 0160 01746 3 3

云南 119 E - 01 - 21 0E - 05 - 2189 01 517 3

浙江 - 61 0E - 04 01 0E + 00 411 E - 10 11 25 01678 3 3

H C constant r

北京 319 E - 05 11 9E - 04 01 86 01717 3 3

福建 - 21 4E - 04 91 1E - 04 01 68 01695 3 3

上海 - 31 2E - 05 - 11 1E + 04 11 07 01367

天津 - 61 2E - 05 - 21 9E - 04 11 22 01559 3

新疆 110 E - 04 - 41 2E - 04 01 68 01153

河北 116 E - 05 - 81 8E - 05 01 98 01351

内蒙古 215 E - 05 21 2E - 03 01 79 01611 3 3

宁夏 - 11 6E - 04 - 61 7E - 04 11 53 01347

注 : 第一个表中各省 (区、市)气候敏感因子 W = a ×T + b×T2 + c ×T3 + constant ; 第二个表中 w = a ×DD + b×DD2 + c

×DD3 + constant ; 第三个表中 w = H ×H DD + C ×CDD + constant , 式中 , T 为年平均温度 ( ℃) ; DD 为年总度日

( ℃) ; H DD 为年总取暖度日 ( ℃) ; CDD 为年总降温度日 ( ℃) 。3 3 :超过 0105 的显著检验 , 3 :超过 011 的显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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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scenarios of China′s provincial climate2sensitive
componen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REN Yu2yu1 , REN Guo2yu1 , Q IAN Huai2sui2

(11Lab for Climate Studies , CMA.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 Beijing 100081 , China ;

2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Guangzhou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006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p roject s f ut ure change in provincial climate2sensi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 which resulted f rom t he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and

socio2economic develop ment . The climate scenarios for 202022029 and 205022059 are ob2
tained f rom seven IPCC AO GCMs simulations. The result shows t hat , by 202122030 , t he

degree2days increase , compared wit h 199021999 , in t he sout h of China and decrease in t he

nort h of China. The sit uation for 205022059 is very similar to 202022029 in spatial pat terns

but t he change magnit ude is bigger . To climate2sensi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2
tion , for 202022029 t he increment is t he largest in sout hern China and eastern coastal re2
gion , including t he lower reaches of t he Yangtze River . For t he 205022059 scenario , t he

increase occurs in the sout h of China and t he Bohai Sea Rim , while t he decrease occurs in

t he center of China , part of western China and t he nort h of nort heast China. The special

change value of climate2sensi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tion of p rovinces in t he

same climatic p rovince is different because t he change of climate2sensi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tion depends on not only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socio2economic develop2
ment . Compared to t he 202022029 scenario , p rovinces with a rising t rend in climate2sensi2
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crease in number in 205022059. Future climate2
sensitive component s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ill need f urther st udy due to t he limit of

p resent data and met hod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 degree2day ; energy consumption ; f ut ure scenar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