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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华出席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并演讲

2013-09-17 15:03: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由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

市论坛暨博览会——主论坛9月15日在滨海新区举行。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发言内容文字实录： 

  主持人： 

  感谢彭培德先生的精彩演讲，给我们介绍了世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解决方案比如纽约、柏林，特别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

概念“绿色金融”，低碳不仅有益于环境甚至可以创造出经济效益。 

  下面有请的这位嘉宾会给我们讲讲一个城市如何向低碳排放进行转型，如何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他曾经荣获2010-2011年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有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博士进行演讲。有

请。 

  潘家华：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点我自己的感想，我们说建设生态城市，寻求的是一种和谐。这样的和谐需要一个标志，什么是标志

呢?低碳就是标志。如果我们的生态城市不低碳，生态城市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不可能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工业化的动力是化

石能源，工业革命前基本没有化石能源的消耗，正是由于化石能源提供了大量的高密度高热质的动力来源，使得我们的城市基础

设施得以建设、得以运行，我们的工业得以拓展，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得以加强。没有化石能源不可能想像我们可以建20层的高

楼、50层的高楼。我们设想一旦化石没有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还会持续吗?工业化进程如果到了终结，进入后工业时代。工

业文明，也就是现在这样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如果不可继续，那我们大规模的城市还可以再继续维系吗?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潘家华： 

  现在有一个问题，低碳转型在理论上、方法上、理念上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工业革命是由技术引领的，有一项技术形成一次

革命，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现在的低碳革命，如果说有革命的话，现在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技术来引领这样

一场革命。如果我们需要引导这样一场的革命的话，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化石能源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工业文明从十八世纪到现在也不过是20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化石能源还能支撑多久?西方学者对工业化的可持续时间，按照现成

的化石能源大概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城市依赖于扩展和运行的动力没有了，那么这场革命如何进行?从目前情况来看，显然不可能是一

种单一技术的革命。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各种低碳的技术的集合体，是生产消费各个方面的，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化石

能源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能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它也是我们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下降的根源所在。 

  潘家华： 

  今年蔓延全国300多平方公里的雾霾天气，应该说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一个根源。工业文明，又以化石能源来推动，使得我们

在整个思想观念、伦理基础方面也形成了一些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势，我们知道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也就是说

能够利润最大化、能够积累财富的就应该享受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多的财富，对于那样一些竞争力比较差的或者不具备垄断资源

占有的这样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按照工业文明的理念他们是不适者，所以他们处于贫困、处于被歧视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的。所

以这是工业革命以后大量的、大规模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出现，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拓展的时代也是

表现得非常突出。 

  潘家华： 

  我们要问化石能源能够支撑我们的工业化多久?看一组数字，40年前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我们的能源消费只有美

国的1/4，40年后我们的资源消费超过了美国20%。如果我们有能源的话，还应该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前行，因为中国当前的城镇

化水平按照统计数字，2012年底是52.57%，七亿一千万人口在城市里生活，即使是这样，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达到80%以上的

城市化水平的话，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不到80%的城市化水平到70%，我们还有3亿人口新增到城市的生活空间。而我们的

城镇化水平有人说是不完全的、有人说是有水分的，我们在这七亿一千万统计的城市化人口中间，还有两亿六千万的农业转移人

口和非户籍人口，他们是不享受城市均等的社会服务。这样一些人在城市里面也是需要生活空间，需要就业、需要基础设施。我

们按照过去40年的发展，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延续下去的话，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能源可以支撑吗? 

  潘家华： 

  根据已经探明的储量和我们现在开采使用量，这个数据并不特别理想，有人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探明更多的资源，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提高能效，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的地球是有限的，我们的化石能源的探明储

量不可能无限扩张的。我们的技术效率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有一个技术反弹效应，也就是技术的双面性，一方面是节省能源的、

一方面是消耗能源的。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我们认为是比较丰富的煤炭，在中国它的储采比只有31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数字看

来可能有些悲观，但是这个数字确是我们在探明储量的具体数字。 

  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孙桢副司长已经讲到，全球已经有一

个两度温升的目标，就需要我们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显然就是让我们控制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燃烧。当然有人说，气候变

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它是自然还是人为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还有一点，我们人类对自然的干

预应该是越少越好，这样人才能和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基于这两点，不论是有两度温升目标还是没有两度温升目标，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实现低碳乃至于这样零碳的城市转型都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潘家华：  

  根据已经探明的储量和我们现在开采使用量，这个数据并不特别理想，有人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探明更多的资源，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提高能效，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的地球是有限的，我们的化石能源的探明储

量不可能无限扩张的。我们的技术效率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有一个技术反弹效应，也就是技术的双面性，一方面是节省能源的、

一方面是消耗能源的。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我们认为是比较丰富的煤炭，在中国它的储采比只有31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数字看

来可能有些悲观，但是这个数字确是我们在探明储量的具体数字。 

  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孙桢副司长已经讲到，全球已经有一

个两度温升的目标，就需要我们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显然就是让我们控制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燃烧。当然有人说，气候变

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它是自然还是人为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还有一点，我们人类对自然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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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该是越少越好，这样人才能和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基于这两点，不论是有两度温升目标还是没有两度温升目标，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实现低碳乃至于这样零碳的城市转型都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潘家华：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

水平在全世界190个国家的排位排在101位，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相对来说，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

平，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提升城市化的水平，显然需要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走这样一种高碳、高消费

的美国道路，甚至这样一种相对低碳的日本和欧洲道路对中国来讲也是可取的，我们要走的是低碳道路。这样的低碳道路显然对

我们的城市化是一种刚性的约束，我们可以非常集约，像长沙的“天空城市”838米高的规划，土地集约度非常高，但是把每吨

水、要把每一公斤水从地面提升到838米，一个人30公斤、50公斤、100公斤提升到838米，不是靠这么一点简单的太阳能就可以

了，是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那不是集约，那是虚假的集约。我们说绿色也很简单，只要有能源，海水可以淡化。所以我们

城镇化最关键的是低碳，只有低碳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生态城市。实现低碳并不是神话，世界上很多的城市已经在做这方面

的实践，而且低碳对于我们城市发展来讲，就是基于提供就业，提供能源安全保障，提供清洁的能源保护环境。我们建设美好的

家园，维护低碳才是一种可持续的、真正的、美好的城市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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