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一

联的燃料动力综合体

一
、

姗料动力续合体的特点和一般评价 苏联的嫌料动力综合体一一是雄厚的各部门间的区

域系统和总动力系统
,

也是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组成部分
。

它包括生产
、

运输
、

能源分配等

过程的总和
,

就实质来说
,

嫩料动力综合体是动力供应的统一系统 其目的在于有效而可靠地保

降国民经济对能源的需求
。

无论是能源生产的总规模还是单独的载能体的组成
,

都与国民经济的

规模
、

结构和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
。

力叭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各韶—
成为能源供应站

,

是解决全部国民经济任务的绝对的先决

条 朱
,

嫩料动力综合体的特点是增加了投资和基金消耗率  大约占整个国家投资的!∀
” , ,

或占工业

投资和基本工业墓金的州#以上∃
。

如果考虑到消费单位能源经济发展的间接投资和费用
,

那么这

个比值可提高一倍
。

嫩料动力综合体是多
,

种工业部门产品的巨 大消费者
。

机器制造业总产品的
%一& ∋

、

黑色冶金产品的 ( ) ! 认‘
、

建筑材料的∗ 一 # ∋直接耗费在发展燃料动力综合体上
。

如

果考虑到相互联系的各韶 的原料消耗的话
,
那么工业产品的个别类型耗费在燃料动力综合休上

的费用则增加到 !一 + 倍
。

随着投资占用率的增长
,

嫌料动力综合体对这些部门的形响更大
。

燃

料动力综合体发展的稳定性要求每天高度注视这一强大的系统
,

这个系统包括所有起主要作用的

动力工程分系统
—

煤
、

天然气
、

石油供应系统以及核动力
、

电力系统
。

嫩料动力综合体给交通运输以重大形晌卜一
一

煤
、

石油产品运辘量的,邝靠铁路
。

洋海运愉中
,

燃料所占运输量的比重更大
。

管道运物完全是石油和天然气
习

应特别注意燃料动力综合体在劳动资源中的平衡作用
,

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

度上
,

保障了樵料动力综合体的发展
。

谁

为了适应八十年代的具体条件直至 !∀ ∀∀ 年 ‘过渡时期∃
,

下列因素是徽料动力综合体发展的特

点
−

—
科学技术进步的新作用

,

能够给能源经济以重大影响
,

并使动力原料基地增多
。

因此
,

便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区域联合供应能源的观念

—
在能源消耗增长的情况下

,

整个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发展受生态的限制增强
,

便导致庞大

的动力企业以及它们的总和的区域组纤砚念地改变
,

从而决定了动力企业配代在人 口密度不人的

地区
.

一
一燃判开采的增加主要靠东部

、

北苟她区
,

老矿区 日益枯竭
,

这不仅导致燃料动 力系统的

资众消耗明显地 增加
, ,川且要求在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墓础上增加投资

、

这种推测
、

分析影响发

展能源的必要性
,

在于影响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
,

其中包括区域计划
。

根据各部门间

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平衡
,

这种相互依赖性则影响到最终消费结构
.

—
由于世界市场情况

,

提高了能源资源的出口率
,

这就要求改变区域能源供应的战略
,

加

速采用高效率的生产工艺
。

苏联己勘探出和开采巨大的矿物燃料基地
,

并保障供应国家!训多种矿物原料
。

众所周知 只

有 !
‘’ ,

开采的矿物原料转变为最终产品
。

因此
,

现在国家必须建立可靠的能源基地
,

以便进入 几 /

一 世纪
、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

要求解决许多任务
,

其中最主要的是尸一
一

保障加速整个地 卜资洲的

研究工作
。

几
·



主要能源资源储藏地和主要燃料消费区在分布上不一致
,

这就要求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以及

地区能源平衡中的生产 部分与消耗部分相一致
。

但实际 七 0∀
“

的矿物燃料和& ∃ 当
、

以上的水能都

集中在东翻她区
,

而苏联欧洲部分却消耗 了能源生产总量的& ∃ 仇。左右
,

所以观在从东翻她区向西

翻她区运输燃料要占铁路运输量的+∀ 少泣右
。

从东部向西部大范围内的运输姗料
,

仍旧是发展燃

料动力综合体的关键问题之一
,

因为所羊灌利用的能源资源的+∀ 气
,

将在! ∃ ∀ ∃ 一 +∀ ∀∀ 公里的距离内

运输
。

同时
,

在多数情况下
,

东部的能源资源价格比欧洲部分要低廉
。

苏联 0 &∃ 年开采和生产的标准燃料大约!∀亿吨  占世界生产量的!∀
。。∃ ,

生产电力 #万亿度
。

苏联已建立 了世界巨大的燃料动力综合体
,

随着发电量的迅速增长
,

从而加速 了燃料动力综合体

的发展
。

苏联的能源发展计划证明
,

国家将继续在经济发展的这个最蚕要的方面作出努力
。

由于实现了经济区域组织的列宁主义原则
,

才使生产布局趋向平衡
。

这就在很大程度
一

1涉及

到燃料动 力综合体的各个部门
。

0 %∃ 一】0 & ∃ 年东部地区的嫩料动力生产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
、

在这种情况下
,

就整体来说
,

生产是接近燃料生产基地的
。

库兹巴斯
、

坎斯克一阿钦斯克
、

埃基巴斯图兹
、

南雅库特等煤田煤的开采量显著增加
,

这首

先与露天开采的可能性  井下开采比露天开采的价格高 + 一 2 倍∃ 以及工业用的石煤
、

揭煤储量

极为丰富有关
。 − 一。

在最近的数十年内  0 % 一 0& ∀年∃ 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发展方向正迅速走向质的完善
。

这反

映在能源生产结构的合理性
,

其合理性的指标是
−

0&∀ 年能源资源的开采中二石油
、

液化气
、

天

然气的比重占3∀ ∋以上
。

而 0 %∀ 年正好相反
,

石油
、

液化气
、

天然气的比重仅占#∀ 气
, ,

煤却占到
2! “

·

。、。

天然气
、

石油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

工业利用核能也已开始
,

煤在嫩料动力中的比重相对下

降
,

但煤开采的绝对量仍在稳步增长
。

电力工业也抉得了迅速发展
。

开采高质 量和廉价的能源资

源的目的
,

在于改变能源消费的结构
。

这不仅表现在能源平衡表的数字中  在! ∃ 年内能源资源开

采增长&3 ∋是靠石油和哭然气∃
,

而且还表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质量中
,

并加速 了技术进

步
,

改善了环境状况等
。

进行能源平衡的有效改造 , 带来了能源生产中消耗率明显下降的趋势
。

由于石油
、

天然气在能源生产中的平衡作用
,

使国民经济效率提高翩明造的价值达 ! 川。亿卢布
。

4
5

前能源资源的情况同0 % 一 0 &。年相比较发生了某些变化
。

现在
,

石油
、

天然气的预测储

量的大部分集中在厚度薄的矿床里
,

由于开采困难
,

所以价格较贵
,

开采这种矿床的成本将提高
。

在发爬能源生产时
,

应合理降低燃料动力平衡中的石油
、

天然气的开采
,

提高煤和核能的比重
,

保存一定的天然气
。

!∀ 世纪末! 世纪初石油将主要作为化学工业
、

微生物工业的原料
。

应大力发

展核电站和热核电站
,

还应利用其他的能源  太阳能
、

水能
、

地热能和风能∃
。

为了有效地发展国

民经济需要改造能源生产
。

嫩料动力综合体质的完善应该加强能源生产的聚集和集中
,

降低产品对能源的消耗
。

同时应

发展和完善运输燕统
,

其中包括管道运输和输电线
,

这是迅邃扩大能源供应的前提
,

也是由于资

源集中
、 ·

各部门间综合体的加强的结果
。

力旺和改造能源资源在整个动力消费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

现在改造能源生产  发电
、

蒸汽
、

热

水 ∃ 耗费了“
。− ,

的一次能源
。

保护能源资源的政策
,

要求用最进步的技术工艺过程和新设备武装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

冲别

年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率只有#
。、, ,

即 23 ∋被丢失了
。

节约能源还将制定专门计划 其中包括完善
、

革新工艺过程和更新过时的设备
,

使之现代化
.

迅速扩大利用可姗气
,

特别是二次能源的可燃气
.

减少在开采
、

运输
、

加工和储存中的燃料拟失
−

引6,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调整能源的消费
.

必须掌握产品
、

施工 耗能设备消耗能源的定额和标

准
,

采用有科学依据的能源消费标准和核算
,

加强
一

咨约能源的材料加工
。

第 ∀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表明
,

由于新工艺
、 −

新设备运用于各部门可节约能源 %∀
” 。 ,

利用二次能源可节约能源#∀
‘, , ,

组织



技术措施和改善管理可节约能源 3 ∋
。

7 ∗ 亚历山大罗夫院士认为
,

许多燃料动力综合体是不经济的
,

因为获得的煤的质量很

差
。

为了提高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工作效益
,

应该进行煤田区域评价
,

确定最适合锅炉利用的煤的

储量
,

依据这些分配各部门投资的比例以及定额消费的单位
。

二
、

苏联姗料动力综合体的生产结构和区域组织 生产工艺和区域联系的复杂性以及大的动

力系统范围内纵向
、

横向联系的复杂性
,

导致巨大的能源系统的形成和能源系统的不同的等级
。

这种巨大的能源系统包括全国
、

各区域
、

各枢纽
、

各企业的能源供应系统
。

不同类型的能源交流
、

地方一般动力系统的各要素  内部联系∃ 与国民经济  外部联系∃ 之间相互影响
,

就象苏联统一

嫌料动力综合体的所有分系统的联合在一起一样
,

这就要求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
。

苏联领土可划分三大区域或三个地带
−

欧洲部分和乌拉尔  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
,

占欧洲面积

的2∀ ∋以力
,

西伯利亚和远东  面积为 # %∀ 万平方公里∃
,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  面积为##∀ 万平方

公里∃
。

每个大区都具有特有的自然
、

经济特征
,

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道路
、

文化
、

居民习惯
,

具有自己的发展问题等
。

国家的全部领土都参与了经济活动
,

这是近期
,

特别是近 !∀ 年来的特点
,

即自然条件对于发展经济现已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了
。

当然
,

自然条件给人类的经济活动以重大影

响
,

在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
,

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

苏联拥有各种矿物嫩料的藏量
,

但这些矿物嫩料的藏量分布不平衡
,

0 ∃ ∋的矿物燃料集中在

东部地区
。

东西伯利亚经济区  占全苏能源储量的+∀ ∋左右 ∃
、

远东经济区  占全苏能源储量的

!+ ∋∃
、

西西伯利亚经济区 占全苏能源储量的!−+
。8 。

∃为最大的潜在能源供应地
。

目前
,

要使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上来
,

降低国民收入的能耗量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完全满足国民经济
、

能源出口  考虑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即将来临∃
,

使经济得到发展
,

就应该从根

本上改造嫌料动力综合体的工作
。

国家的能源计划阐明了从根本改造燃料动力综合体的途径
,

它

的基本思想见表格一
。

从表格一可明显地看出
,

到!∀∀ ∀年
,

固体能源经济在能源生产结构中应该

发生变化
。

月 7 麦列季耶夫院士
、

7 7’ 马卡罗夫通讯院士领导下进行的研究有力地证明
,

苏联

在第∗ 个五年计划期间早已发生了能源平衡中的结构变化
。

0 &2 年在建立能源结构平衡的情况下
,

发展燃料动力综合体投资的比重急剧增长  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 ∋一 !& ∋∃
。

很明显
− “

石油工

业发展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9 9 但又是投资最大的部门
—

因此只好用天然气和核电代替石油
” 。

这种策略不仅解救了能源消费的危机
,

而且还能增加能源的开发和生产  , 0 &2 年大约生产了!# 亿

吨标准嫩料∃ 来满足国民经济对能源的消费以及出口的需要
。

表一中所指明的能源平衡地改变
,

将影响到0 0∀ 年能源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特点
。

第 个和第 ! 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地区能源平衡
,

建立了发展燃料动力综合体各部门与整个国

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

完成能源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
,

为实现第二阶段的任务准备了条件
。

0 0 一!∀ ∀ ∀年能源平衡的生产结构和往后时期的生产结构
,

不仅应该是平衡的
,

而且应该是

最合理的
。

在实行能源供应政策的条件下
,

能源指标不确定性的这种生产结构
,

能够形成能源合

理消费的基础
。

从表一的分析能够得出明确的结论
。

到! ∀∀∀ 年的时候
,

由于第一阶段用天然气
、

核电代替石

油
,

使石油的比重出现减少的稳定趋势
,

将出现能源平衡的生产结构
。

发电站
、

锅炉
、

工业炉灶

中的石油姗料被代替后
,

增加了用于发动机的石油量
。

由于新的管道将天然气运往欧洲地区和出

口
,

所以天然气的开采将加速增长
。

第二阶段核电获得大力发展
,

核电将提供能源
。

在加速发展

原子能电站的情况下
,

苏联欧洲部分的电站
,

嫩料消耗停止了增长
。

因此
,

苏联欧洲地区有机燃

料消费总的增长是缓慢的
,

实现了煤的开采绝对量在增加
,

而煤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是稳定的
·

加速和分批发展水电站是代替贵重能源的方向
。

·

2%
·



衰 能源生 产结构  ∋ ∃ 表 ! 苏联欧洲部分 《包括乌拉尔 ∃ 的能源平衡 今。 ∃

资资慷种类类 0 & ∀年年 0 & 2年年
:
“;年代代 本世纪末末

总总能源源 ∀ ∀∀∀ ∀ ∀∀∀ ∀ ∀∀∀ ∀ 6∃∃∃

其其 中
−−−−−−−−−−−

石石 油油 +今今 #000 饱222 ! &&&

天天然气气 !%%% #!!! # 222 # ###

煤煤
’’

!+++ ! ,,, !∀∀∀ ! ∀∀∀

其其 它它 !!! !!! !!! !!!

核核 电电 ### 222 ,+++

水水 电电 ### ### ### ###

新新能源源源源源源

所所需燃料
、

动力的来源源

(
,”“,年年 &∀年代代 0 ∀年代代 本世纪才才

原原有资源和姗料输入入 2222 + 222 # &&& ! &&&

核核 电电 ### 333 &&&

‘‘

西伯利 亚 的资源源 #333 +222 + <<< 2哎∃∃∃

其其 中
−−−−−−−−−−−

石石 油油 ! ,,, ! !!! !  ((( 4 %%%

天天 然 气气 ,!!! ,000 ! 222 #  ∃∃∃

煤煤煤 +++ +++ ,,, ,,,

哈哈萨克斯坦和和 333 333 %%%
「

444

中中亚的资源源源源源源

如果考虑到能源平衡改变的总体方向
,

那么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主要大区以及区绒进写产结构
。

苏联的欧洲部分 能源感到不足的苏联欧洲部分  包括乌拉尔∃
,

首先要加速发展核电站
,

并

着手努力勘探新的燃料储存量  季马诺一佩乔斯卡州等 ∃、, 」 ‘

因为靠原有的能源资源不能满足需要
。

在第∀ 个五年计划期间
,

对这一地带燃料开采减少的趋势已进行了研究
,

这种减少的趋势表现在

表二所示的前景中
。

这一地带的能源消费必然增长
,

这与经济发展有关
,

能源消耗的增长值将由能洲叫产来补偿
。

专家们的计算和对表二的分析表明
,

主要是西伯利亚燃料一动力基地能够保障苏联欧洲部分对能

源的需要
。

0 &∀ 年苏联欧洲地因大约能满足2% ∋的能源消费
,

其余的不足部分要从东苟她区运来
。

欧洲

地区的能源在前景方面的作用将下降
。

东苟她区能源生产的比重在增长
,

这就进一步证明东部地

区
、

特别是西西伯利亚的作用在增强
。

为了保降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

必须继续建设高运输能力的交通线
。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对苏联欧洲部分和乌拉尔的能源腆应作用虽已减弱
,

但向该地带所提供的

燃料数= 仍在稳步增长
。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

但劳动力资源有限
。

西伯利

亚区将加速发展嫩料工业各部门以及耗能高
、

用水量大的生产部门
。

区域生产综合体的形成具有

特殊的意义
,

区域生产综合体中的能源因素起控制区域形成的作用
。

在西西伯利亚的范围内已 形

成了许多大能源基地
,

主要有鄂毕河中游流域地区性工业综合体
,

秋明一托博尔斯克地区性工业

综合体
,

秋明北苟她区性工业综合体
,

托木斯克地区性工业综合体
。

在这里将看到能源消耗迅速

增长
,

这种能源消耗的增长保障了能源生产的高速度
。

可以预见到
,

能源生产的高速度将有助于

弥补苏联欧洲部分能源的不足
。

特别是西西伯利亚
,

碳氢化合物燃料生产的结构正在起变化
。

所以
,

西西伯利亚综合体的本

质特点正发生变化
−

由生产石油一天然气转变为生产天然气一石油
。

随着东西伯利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

伊尔库茨克州∃ 和雅库特的石油
、

天然气地的

开发
,

计划建成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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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概念与资源评价
> ? 夏马

资派概念 经济学家
、

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地理学家对资源作过大量研究
,

但是从这些研究中

可以看到许多误解
。

举个例子
,

有一种强烈倾向
,

以物质或者有形的物体例如煤
,

铁
,

铜等来区

分资源
,

无疑
,

煤
、

铁
、

铜都是容易辨认的重要资源
,

但是同时还有看不见或者无形的东西一一像

知识
、

社会和谐
、

自由和健康一
)

这些或许是更重要的资源却被人们忽视了
。

事实上
,

资源存在

于这些因素的动态相互作用之叽 但是
, “

在 飞速变化的时代中
,

与资搏相联系的文化因素的重

要性也许最容易被觉察出来
,

文化的发展是复杂的
,

但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 ”

同样
,

对所谓的自然资派重视而对人的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忽略
,

阻碍了人有树真正 自然资源

性质的清晰理解和对资源范畴的全面了解
。

同样的道理
,

有一种把资源看作自然界有形现象的独

一无二财富的倾向
,

从而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
,

认为资源是一些静止的
、

固定的东西
。

然而事实

上资源和文明本身一样
,

具有动态性
。

有一个学派提倡资源是静态的概念
,

他们认为
− “

资源是人们所利用的东西
,

人类发现并探索

如何利用环凌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 ”

·

⋯ ,’许多人总是把钢铁工业
、

化学工业看作为资源
,

那么威 士忌

酒
5

工业算不算资碑呢
,

它应该算作资源
,

因为它为某些国家赚到有价值的外汇

动态功能利用学派认为
−

净源并非水恒一一而是变化盯
,

他们一贯反对静态学派的观点
。

根

据动态功能利用学派的理解
− “

资源是一种活的现象
,

它依赖于人的成就和行为相返列池扩大或缩

杳佗 之夕矽令全已夕 召
声
宙、2

口

石杏矛杏 奋
场

, 偏心夕 召喧闷卜卜乡夕
,

乡矛奋公望卜亩
、

己布卜乡矛巴夕己夕己‘
、

, 它
、

矛之而
、

占≅ 己 ‘又少毛
,

占侣
,

乙公透‘
,
心与

,

七‘
、

台‘
、, ‘

润

, 宁心‘
、

台‘
、

召‘
、

台‘ 心笋公会‘
、

之‘ .

西伯利亚耗能大的生产迅速增长
,

在该大区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最好的效果
。

今后要继续发

展中心燃料供应站
,

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
,

完善供应该地带嫩料消耗具有重要意义
。

这里电气化

水平应该比苏联整个水蛋要高
。

西西伯利亚锅炉嗽料平衡中
,

天然气部分将迅速增长
,

而煤却缓

慢地下降
,

但消耗仍然是高的
。

东西伯利亚煤炭姗料的比重不断增长
,

将要建成砍斯克一阿钦斯

克嫩料动力综合体以及一些新的嫩料动力综合体  安力啦河上的博古恰内
、

叶尼塞河中游∃
。

这个

地区部分能源
,

其中包括石油
、

石油制品
、

煤
,

沿贝加尔一阿穆尔铁路运往远东
。

西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将高效率的被利用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

制造中心
,

并用作热电站和

锅炉的嫩料
。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就能源前景来说
,

能够成为独 自平衡的地区
,

在

燃料开采相对级慢增长的情况下
,

燃料的消费也随之增长
。

同时
,

由于天然气用管道系统输送到

苏联的欧洲部分
,

因此该区限制发展耗能大的生产
,

并从西西伯利亚得到资源的补偿
。

在实现能源计划期间
,

主要消费群体所消耗的嫩料结构和电力生产正发生变化
。

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
,

可以降低国民收入的能耗量
,

而这个战略指标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比

例关系之一
9

一却能源和经济的关系
。

目前苏联每 ∀ ∀住卢布的国民收入要消耗大约# %吨标准燃

料
,

或是 #∀  ∃∀ 度电 或是消耗 ∀ %千兆卡能量
。

这就表明要大量的能源投资
,

因此
,

摆在国民经

济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降低能耗量
,

而能耗量的降低将阻止能源资源的价格上涨
。

现在
,

自然经济的因素已经消失
,

因此 苏联保护能源的重要政策是
−

节约能源
,

完善和改

进能源设备
,

替代碳氢化合物燃料
。

这就从根本上缩减了燃料
、

材料的费用
,

保证了降低能耗 :。.
9

这种主要结构的变化
,

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集约化和生产 力布局的完善
。

, 宏江摘译 自 《Α Β Χ Δ Α Ε 犯Φ 月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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