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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气候变暖的重大挑战，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达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共识，低碳经济

不仅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方向，而且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柱之一。我国要占据世界经济竞

争制高点，需要通过激励手段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引领消费领域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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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

模式，主要以使用化石燃料为基础，以化石为能源的生产和

消费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引发了气候变暖、极端天气、

气象灾难、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气候变化，深度触及了农业和

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以大量使用化石燃

料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越来越难以持续。 

1 中国以高碳排放为基础的工业体系酿成

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瑞典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累尼乌斯早在

1896 年发表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的影响》的

论文，提出“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

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假说。零增长论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末，工业化国家相继出现污染公害事件的历史背景下产

生的。零增长理论主张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停止增长，

才能使人类避免灾难。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著作有：米香

(E.J.Mishan)于 1967 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福来斯

特(J.Forresters)于 1971 年发表的《世界动态》和米都斯

(D.H.Meadows)等于 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零增

长理论的基本要点是：①按目前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下

世纪初，不可更新的矿物资源都将耗竭，可耕地都将被全

部开垦；②如果增长速度不变，及时发现新的代用资源，

发明能回收部分资源循环使用的新技术，绿色革命取得新

的进展，也只能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③经济增长和技术

进步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最终必将失去生态平衡，危及

人类生存；④使人类免于灾难或毁灭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

的零增长，即经济发展要绝对服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零增长论不受重视，是因为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都在快速增长，

国际竞争加剧，这种学说对于世界经济的超速发展显然不

合时宜。 

近 50 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在化石能源体系的

支撑下的高碳工业，形成了火电、石化、钢铁、建材、有

色金属等工业、并由此衍生出汽车、船舶、航空、机械、

电子、化工、建筑等行业。气候变化主要是人为活动排放

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

暖的后果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高碳

经济对引发相当部分的自然灾害也难脱干系。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活动如

火如荼：一是为引进外资将土地低价出售；二是对外资实

施财政金融补贴或送厂房；三是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只相

当于美日劳动力成本的 4%左右；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近

30 年，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厂，对环境的破坏不可低估。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每万元产值能源消

耗最大的国家之一。2008 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超过了 8%. 

2006 年，中国所消耗的各种形式的能源均有所增长，使中

国的能源消费占了全球能源消费的 15%以上［1］。煤炭燃烧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空气污染源，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75%、

二氧化氮排放量的 85%、一氧化氮排放量的 60%和悬浮颗

粒物的 70%都来自于燃煤。由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

金会共同作出的一份名为《煤炭的真实代价》的报告指出，

没有计入在内的损失达到了 2 490 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

每使用 1t 煤，就带来 150 元的环境损失。若把煤释放二氧

化碳致气候变暖带来的冲击计入其中，那么损失会更大［2］。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可

以预见，汽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无疑将加大城市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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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大量使用含硫量高的低质量煤炭，将使 30%的土地

遭受酸雨影响。此外，由于管理不善、资源匮乏、环境变

化及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了目前全世界的水资

源危机。甚至连传统的低碳农业也演变成高碳农业，支撑

现代农业发展的化肥和农药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 

从自然的角度分析，由于生态破坏，中国也是世界上

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各种自然灾害爆发

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由于受灾害影响的人口大体在２

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 1／7 以上，自然灾害在中国有着较

强的社会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

步增加。西部地区自然灾害频度高，损失尤其严重。我国

有 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

业生产值，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严重的

沿海及东部地区。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致占

国民收入的 1/5［3］。 

据 2007 年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仅钢铁、炼油、食

品、化工、造纸、有色金属、水泥 7 个行业就占了全球大

气和水污染物的 90%。如果一个国家或城市没有上述产业

或比重较小，那么就可以相对容易或提前实现产业结构的

高级化和产业技术的现代化。随着全国各地招商引资步伐

的加快，中国的污染性工业占世界的比重越来越大，生态

破坏日趋严重(见图 1)。 

 

图 1 中国 GDP 及污染性工业占世界的比重(%) 

依此发展下去，中国污染性工业对能源的依赖，特别

是石油依赖日益加强，其进口量将在消费量中所占比例从

2004 年的 43.5%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68%［4］。2010 年一季

度，六大耗能行业的 GDP 能耗上升了 3.2%，高能耗使城市

生态环境恶化。环保部门去年对灰霾空气抽样检测结果，

上海等 7 个城市的抽样全部超标。有关部门检测到中国 488

个城市出现酸雨的有 258 个(占一半多)，中国的高碳经济显

然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2 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中国之

路严峻而遥远 

英国于 2003 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的实质

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

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目前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

在环境保护上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

过程，其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西方大部分的发达国家，

当人均 GDP 超过 8 000～10 000 美元时，环境污染才出现

下降的趋势；而具有后发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家，人均 GDP

达到 2 000～5 000 美元时，环境质量出现改善的趋势。 

我国目前是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国际能源机构预

测，2030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全球的 26%，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另一方面，我国也成

为其它主要污染物的第一排放大国，包括甲烷、氧化亚氮、

沙尘、黑碳和二氧化硫，其排放量占全球比重均不同程度高

于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的比例［5］。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再到后京都谈判(2005 年启动)，反映出国际社会正

在努力寻求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良策。其中，《京都议定书》

是国际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

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大力推

进低碳发展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还较为粗放，经济发展在

某种程度上还是以牺牲环境和效率为代价，迫切需要通过

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国之路严峻而遥远，主要的问题在于： 

(1)过度依赖外国投资。数据表明，中国患有外资依赖

症。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额超过 500 亿

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 流入国之一。FDI 总量占中

国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

一些国家和地区［6］，使中国经济在跨国企业国际战略的改

变面前变得更加脆弱。由于经济高度依赖 FDI、独立自主

的工业体系受损，事实上中国难以在短期内摆脱现有的粗

放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总量确实增加了，但经济的自

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 

(2)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在国际上

面临着巨大的减缓排放压力。2009 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

会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目标，并采取切实措施减缓碳排

放。中国未来发展的碳排放空间给中国现有的工业体系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中国大力推进低碳发展的任务

变得更加紧迫。 

(3)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中国东部地区依赖其经

济优势与资金优势，可能成为先行先试者，而中西部地区

仍有极其旺盛的招商引资与发展地方经济的诉求与渴望，

很有可能造成东部沿海地区的碳密集产业向中西部扩散转

移。例如广东省的“双转移战略”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

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这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高碳经

济转移问题。只要内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的兴致不减，国

外试图向中国转移高污染产业的企图就不会改变，中国节

能减排的努力就可能付之东流。对政府而言，振兴中国经

济的 4 万亿元投资计划，尤其要谨防环保被内地政府淡化

的风险。 

(4)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

于支配地位，它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是世界中低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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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最大生产国，几乎充斥着世界所有国家的消费市场，

这些产品大多来自于高碳产业，中国产品在全球的供应也

达到了一个饱和状态。无论是欧美、拉丁美洲、东南亚还

是俄罗斯，频频出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透露的信号是：

中国的出口已经开始破坏全球由经济构筑的政治生态。中

国科技大学讯飞信息有限公司总裁刘庆峰指出：掌握核心

技术的国外企业，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胜过“千军万

马”，抽走中国企业一大半的血汗钱。中国工业由高碳经济

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无疑要受到西方国家高技术封锁，微笑

曲线反映了中国的地位，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

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

制造附加值最低。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

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

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创造智

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见图 2)。 

 

图 2 微笑曲线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者，在微笑曲线的下端，中国

的利润空间小而处于不利地位。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国

是最大的二氧化碳和其它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大国，另一方

面又念念不忘向中国输出污染工业。 

(5)节能减排势必对中国就业造成重大影响。传统就业

理论认为，必须在长时间内保持传统工业与高科技产业并

存的局面，不可轻易放弃传统的工业(鞋子，成衣，玩具等

劳动密集形工厂)盲目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否则广大劳动者

会失业，造成的链式反应给国家带来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劳动人口多是农村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大范围放弃

高碳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社会问题，结构型就业难将成

为制约中国产业转型的一大瓶颈。 

(6)城市规划高碳化。有学者计算，以每一个人的碳排

放计算，包括房屋建设的能耗和交通出行的能耗，这两方

面加起来占了 65%，而在食品，休闲、服饰等方面的碳排

放仅占 35%［7］。许多城市为数不多的“节能住宅”、“科技住

宅”成了高价房、豪宅的代名词，包括一是追求大户型、大

面积、奢华装修、造成空间和资源能源的浪费；二是小区

绿化草多树少，绿化率不达标，不能充分发挥树木的吸碳

功能；三是墙体隔热保温能力差，自然通风和日照不足，

大量增加能耗；四是强调装修的个性化，大量的毛坯靠房

主单独装修，追求过多的灯饰供暖、为抵御城市躁音关窗

闭户浪费能源。城市交通私家车越来越多，交通拥堵，导

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尤其是一流城市，城市规划没有

自行车道路，或是城市地铁、交通场所没有停放自行车的

位置。公共交通车速慢、公交车站设置不合理等给一线城

市造成出行不便。 

3 提振未来产业体系与引领消费革命的对策 

21 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

的最为关键的世纪。一体化和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新

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共同

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抓住低碳发展的历史机遇，

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的约束，探索出一条符

合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等，我国目前还缺乏科学、深

入和系统的研究。 

3.1 作为战略目标，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恶化，应将发展

低碳经济纳入应急管理的轨道 

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引发气候变暖、极端天

气、气象灾难、海平面上升，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特别严重(见

图 3)。 

 

图 3 我国近 20 年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单位：亿元/人民币) 

2008 年之后，自然灾害影响大于 10 000 亿元人民币，

尤其是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据预测 2012 年太阳

黑子活动是近年来最频繁的一年，因此我们不得不将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中国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 

(1)只有对高碳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与严重程度进行

科学的评估，认识其危害性，才可能引起政府、企业界乃

至广大消费者的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0 年应急项目

立项《低碳发展的特征、路径及战略研究》，说明国家已

将发展低碳经济列入应急管理层面。 

(2)2009 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前夕，中国政府宣布

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目标，并采取切实措施减缓碳排放。英国石油公司(BP)

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增

加了 9%，而全球范围的此类排放呈下降趋势。这可能让中

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面临更大压力，中国成为首个单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70 亿 t 的国家。时间十分紧迫，从常

态型管理上升到非常态型管理、从临时性管理上升到专门

化管理刻不容缓。 

3.2 依靠技术创新催化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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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保证社会经济较快发展，又要保护人类生存的环

境，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协调、解决这个矛盾，惟一的

出路就是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

碳汇，开发碳吸收技术，开展节能减排、产业升级、消费

模式更新和制度创新，大幅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生产效率，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这种变化代表着一

种新发展模式的出现，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消费

方式。 

新技术对于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新技术的支撑低碳经济难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

键是技术创新，低碳技术主要指那些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

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发展的碳中性的技术。

例如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

术以及某些现在未知的技术［8］。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

作，学习先进技术，包括提高能效的技术、节能技术以及

可再生能源技术，提升中国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传

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与调整也是当务之急。 

目前应力争尽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控制高耗能工

业发展，减少和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从发展低碳产业入

手，开发低碳技术，创建低碳城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和制高点，促进东部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是当前促进产

业升级、实现结构优化的可行之路。按照国家的承诺，分

解落实各地区各行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应该大力发展节

能与能效提高技术，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清洁、高效

开发和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

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

物与工程固碳技术，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

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尽快实现向“微

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即努力实现产业链两端附加值的最大

化创造。 

3.3 建立向低碳经济发展倾斜的财政支持体系 

低碳技术创新伴随高昂的成本支出。低碳技术创新和

使用通常会产生外部成本，而化石燃料等技术的使用者却

不必为其造成的外部成本买单。制定低碳产业发展优惠政

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多渠道拉动低碳经济投融资，同时逐

步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1)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在财政预

算安排中，重视对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低碳技术研

发、低碳产业发展的投入，形成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

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生产型税收转向对环

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进行公共财政支持，建设集低碳产品研

发、交易展览、信息交流、管理服务、科普为一体的低碳

产业基地。通过直接融资发展绿色保险，发展碳指标的交

易，通过碳金融的中介服务，提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各

种金融服务。 

(2)用公共财政购买全国性生态公共产品。包括对大江、

大河、大湖、大海的环保治理补贴；用公共财政购买生态

建设(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风沙源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湿地保护、荒漠化石漠化治理)；用公共财

政购买生态资产(如扩大自然保护区、划分重要生态功能区

和海岸生态区、保护生物多样性)；引导人们崇尚“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等消费观念，使每位公民深刻理解和认识

低碳消费的重要意义；扩大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的范围，扩

大政府环保产品采购的引导和示范效应，引导社会团体和

公众参与绿色消费活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3)政府实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奖惩政策。对企业治

理环境的费用予以补偿并保护稀缺资源，引导和鼓励企业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对清洁生产、开发和利用新能源、

废物综合利用等项目进行贷款贴息；对污染治理、低碳产

业等项目，在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政策等方面给予

补贴优惠。对从事低碳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所

得税减免，从而吸引更多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强化

财税政策对企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的投资，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鼓励企业使用环保

设备；对低碳企业或产业进行的投资给予退税的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国内外资金投入低碳产业；对使用清洁能源实行

价格补贴，鼓励可再生能源、节水和水循环利用项目。 

3.4 规划城市低碳经济，引领低碳消费革命 

国际社会对生态城市提出了六大要素：①满足人类生

活的健康舒适要求；②增加自然系统的经济价值，处理好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③土地、水、空气、矿产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④符合生态要求的城市交通、建筑、市政能源的

基础设施；⑤提升人居环境的美学价值；⑥保护自然系统

的生物完整性。针对六大要素，研究人员提出了中国绿色

城市发展的模型，包括可持续的环境承载体系，循环高效

的经济增长体系，和谐的社会发展体系，集约利用的资源

保障体系。其中，可持续的环境承载体系包括了自然宜居

的生态环境、水环境安全建设、大气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能力建设、噪声防控能力建设、热环境、

光环境、绿色交通保障能力、环境品质预警、公共防灾能

力等指标［9］。城市规划将围绕着低碳经济和低碳消费而展

开，土地规划、交通规划、能源规划、绿地规划等均要设

计布局。 

(1)在住宅开发建设中，开发商应该主动使用低能耗、

低排放的建材和太阳能光热、光电等新能源，加强中水循

环利用，多数户型采用通透设计，大量采用由无机保温材

料制成的复合墙体和密封保温性能好的门窗，有助于大量

减少能耗和浪费，做好建筑的内外墙的保温和通风采光；

尽可能将办公大楼建设或改造成节能型建筑，并制定和实

施政府机构能耗使用定额标准和用能支出标准；在家用轿

车工业，尽量发展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 

(2)消费方式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一定生产关系

条件下，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相结合以实现需要满足的方法

和形式，是消费的自然形式与消费的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

低碳消费方式代表着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

谐共生式发展。如主流城市规划设置与恢复自行车道、使

用节能减排型设备和办公用品，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

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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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 好 ，从 而 充分 发掘 消 费生活 领 域节 能 减排 的巨 大 潜

力。建立全民低碳消费意识是一个长期教育与传承的过程，

应通过立法和道德教育等不同层面，提倡和鼓励低碳生活

方式，抑制不良的高碳消费。如改变膳食结构，大量减少

畜禽肉类、油脂等高热量食物，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人

们的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等。 

(3)农业低碳经济是城市低碳消费革命的基础要件，据统

计：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 45%，并且还在以每

年 33 万 ha 的速度减少。全国平均每年旱涝灾害造成 1 000

万 t 粮食损失；全国污灌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 7.3%；平

均每公顷化肥施用量达 400kg 以上；农药年使用量已达 120

万 t 以上，其中 50%左右的农药将进入土壤与水体，污染

农田面积达 900 万 ha［10］。“石油农业”为解决世界粮食危机

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高投入高产出的“石油农业”已带来资

源锐减与退化、环境污染、生态功能衰减、食品安全等一

系列严重问题。农业低碳经济要向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转

型，包括：减少农业对机械、化肥、农药、运输、石油等

的依赖；避免反季节蔬菜对身体和环境的影响；降低产品

在运输中的能源浪费和碳排放；依据本地的条件规划适合

本地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食物质量保障体系保证农

产品质量；尽量组织地域消费，避免太远距离运输，降低

产品在运输中的能源浪费和碳排放；增加有机肥的使用，

维护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拥有权及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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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limate-change challenge,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or  areas) have achieved soci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e low-carbon economy not only will be the orientation of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become one of new Pillars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must occupy the competition commanding 

point in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 through some drive impetus to promote low 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and lead a 

revolution i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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