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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进而触发了全球经济低碳化的浪潮。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

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其被视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文明之后所面临的又一次

重大变革。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低碳理念广泛认可、接受和积极倡导，全球经济低碳化的趋势如波涛般汹涌。全球经济低碳化给

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更带来了压力和挑战。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

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问题突出。出口贸易中，高碳产品和服务所占比

重较大，致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极高的“碳壁垒”风险，形势极为严峻。化解风险和压力，需要我们客观分析全球经济低碳

的形势和未来趋势，理性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由此给对外贸易未来发展带来的问题，积极思考应对措施，尤其要从全局的

层面，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目前，制定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低碳技术引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优化出口贸易条例》和《低碳产品出口退税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法律法规，乃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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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数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重
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造成了严重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恶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环
境的诸多因素中，过度排放的能够造成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是
罪魁祸首。遏制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必须改变人类传统上的高
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倡导
低碳生活。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和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在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上的焦点话题，也是各国

国际社会格外重视的一个发展课题。全球经济低碳化已悄然前行，伴随而生的“碳贸易壁垒”，正在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格

局。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确看待全球经济低碳化以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并进而做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抉择、制

定应对措施，值得我们研究。本文拟作一粗浅阐述，以期与各位同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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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的低碳化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严峻威胁和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

长，能源消费增幅巨大，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日俱增，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

式——“低碳经济”便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和先驱，是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该

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认识到了其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因为，按现时的消

模式，预计到2020年，其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因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深刻

地影响着英伦三岛。 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

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6年10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m）领导编写和发布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

告》（以下简称为《报告》）指出，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当重视碳排放问题，要加大对低碳领域和低碳技术的投入。《报告》认

为，若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将可以避免未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因此，《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