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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探索“低碳重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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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灾后重建开展得如火如荼，但重建工程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需要冷静思考、理性分析和长远规划。面

对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及工业化条件下的能源和资源约束，发展低碳经济是灾区解决灾后重建需求和气候变化约

束之间冲突的必要条件与有效路径。以提高能源效率、清洁能源结构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低碳经

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建立以低能耗、低

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四川广元市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灾后重建的多重任务时期，随着国家拉动内需以及支持灾后重建政策的相

继出台，全市经济将进入一个速度加快和总量扩大的波峰阶段。目前，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式的线形增

长拉动，即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对温室气体排放有着倍增的需求，而同时，在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条件

下，广元位于中国的生态源头，其经济发展必将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环境约束。 

  低碳重建需要多项主体的全方位参与，必须从“政府主导+市场引导+公民意识”着手，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

策设计。在政府层面，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刺激企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及利用。在企业层面，制定减排规

划，调整能源结构，加深上下游企业的联系等。在公民意识层面，通过灾区的感恩教育，注重培养公民的环保意

识，实现价值理念的转变。 

  四川广元要实现低碳重建，必须以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为重点，必须突破设定标准、评价机制及确保低碳经

济的运行目标等方面的障碍，其中适当的路径选择很关键，从广元的市情出发，主要包括： 

  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凭借天然气、水电、沼气等清洁能源优势，以低碳的天然气代替煤以及水电

代替火电等，以清洁能源结构。广元市正在将35家企业的能源从煤转化为天然气，总计是每年41000万立方米，

节省标煤615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30000吨；同时还有车辆的天然气替代燃油、城市居民的天然气替代煤

气等等一系列措施。此外，该市还利用援建机遇，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推广开发低碳技术，开展能源的梯级利

用，如广旺集团等多家企业的余热回收技术，每年的碳减排量就在50万吨以上。 

  依托森林资源优势，建设森林城市。对此，广元市的目标是，到2011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2%，城市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绿地率达到33％以上，公路、铁路等道路绿化率达到80%以上，江河、湖库、

渠道等水体沿岸绿化率达80%以上。 

  促进产业的低碳化，即根据当地的特点，发展旅游、农副产品以及电子等低碳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构建低

碳产业集群。同时还应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转让。 

  灾区的低碳制度体系也非常重要。低碳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能源规划、政策设计（刺激）、法规约

束、市场建设（面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等多维度来考虑。 

  总之，低碳重建不仅仅是灾区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它的成功运作还将为灾区产品赢得类似于“绿色生态

标签”的“低碳标签”，同时也为灾区塑造一张崭新的投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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