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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低碳之路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2010-4-12 10:06:22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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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减排的背景下，循环的、生态的、绿色的产品如没有低碳标签，可能会失去国际竞争力，

发达国家消费者可能不认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也有可能抵制。低碳关乎产品竞争力，并成为塑

造企业乃至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应成为约束发展的因子 

  低碳经济强调的是碳的约束，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要求削减碳排放；无碳的活动，不受约束。 

  解读低碳经济的内涵，可以看出，发展低碳与经济转型可以互为促进，低碳转型可以促发展。对

低碳经济的内涵，有三种解读。一是绝对低碳，即零碳或无碳。能源供给来源于碳中型的生物燃料和

无碳的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在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零碳或无碳目标显然是理想的，

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二是满足一定目标的低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减

排目标，即可视为低碳。如果我们在2020年相对于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

45%，就是低碳的。第三是相对低碳。如果某企业单位增加值的碳排放低于同行业世界先进水平或平

均水平，这个企业可以称为是低碳的。参照值还可以某一基年照常排放水平，或其他方式。对于发展

中国家，低碳应该是相对的，不应该成为约束发展的因子。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具有共性，强调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但

也有区别。循环经济强调的是物质的循环利用、清洁生产、能源的尽量利用、废物减量，从而对环境

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概念较为类似，强调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设计

和管理，从而减少外界的物质与能量输入，实现自我良性循环，避免对外界的不利影响；绿色经济强

调环境友善，污染得到控制，环境得到修复，空气清新，水源洁净，生活环境绿色。低碳经济强调的

是碳的约束，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要求削减碳排放。无碳的活动，不受约束。 

  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高能耗的原材料产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低排放的金融、服务、信息等产业

迅速发展。 

  发达国家根据各自国情和实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和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碳汇

等途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已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加速产

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向低碳转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呈现下降趋势。高能耗的原材料



 

产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低排放的金融、服务、信息等产业迅速发展。同时，第

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通过提高环保标准等措施，低端制造业和冶金、化工等高耗能产

业发展停滞甚至萎缩，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1990—2007年，英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从35％下降到23％，第三产业从63%上升到76％。工业制造业中，粗钢的产量锐减2/3。 

  发达国家在能效水平相对较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抑制能源需求

增长。通过利用低碳和无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发达国家在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同

时，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力度。欧盟提出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的

比重提高到20％，汽车燃油的10％必须采用生物燃料。1997—2008年，欧盟的风电装机容量增长13

倍，发电总装机容量中，风电的比重从不足1％增加到8％。 

  许多国家注重减少甲烷、氧化亚氮等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此外，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

保持和增加碳汇，吸收二氧化碳；许多发达国家重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研发，特别是燃煤发电比重

较高的美国，在该技术的机理、潜力和经济性评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需要吸取。首先，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是

高能耗的，因而也是高碳的。例如，美国铁路客运和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严重不足，依赖高碳的航空和

私人轿车。第二，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不是低碳的。发达国家的排放，超过2/3来自于交通和建筑物，

表明生活消费是高排放的真正原因。第三，在处理低碳与其他环保目标时，存在一些冲突。例如，德

国、澳大利亚民众反对发展核电、英国认为风力发电机破坏环境。 

  低碳发展不是一蹴而就 

  一方面，发展低碳能源可以大力推动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发展经济也可以为低碳技术提供强有

力的资金保障。 

  中国需要走向低碳，中国也在努力向低碳转型。但是，低碳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立

竿见影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要摆脱煤炭走向低碳，显然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核电

已经具有与常规化石能源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也存在核燃料和核废料处理的障碍。我国的资源禀赋

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在短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绝对低碳，不可能与尚未起步的最不发达国家那样，处

在一个较低的排放水平，也不可能向发达国家那样，维持较高的水平或立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发展无碳能源，需要资金、技术，也需要时间。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15％左右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应达到6.8亿吨标煤。即使到202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和

生物质发电规模分别达到1.5亿千瓦、20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折标煤也只有1.3亿吨。2020年核电

规模达到7000万千瓦，折标煤为1.6亿吨，水电开发规模约3亿千瓦，折标煤为3.1亿吨。11年时间6000

万千瓦核能装机、1.2亿千瓦风电、光电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1.1亿千瓦水电装机，所需的资金和技

术，并非是轻而易举信手可得的。一方面，发展低碳能源可以大力推动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发展经

济也可以为低碳技术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没有发展，就没有资金和技术，也就谈不上低碳。 

  实现低碳与发展的双赢，提高碳生产力是基础。当前乃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化石能源

尤其是煤炭占据能源消费总量中垄断地位的状况不可能改变。化石能源高碳，但是稳定、低成本，我

们当前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需要，而且也可为高成本的无碳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样一种情况

下，长时期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关键是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的产出。 

 



  低碳消费是低碳发展的根本。仅有低碳技术是不够的。低碳消费对生产有一种引导和推动。如果

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技术创新、企业生产和储藏运输均会向低碳努力，以提高竞争力。消费者行为

的改变可以减少碳排放，消费者采用可持续交通，低碳出行，显然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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