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7 No.22 
Nov. 2010 

第 27 卷 第 22 期 

2010 年 11 月 

低碳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 健，徐海成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与环境保护平衡发展的选择，低

碳产业成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产业低碳化、低碳技术产业化和低碳产业规模化角度出发，研究

了低碳产业的特征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针对我国低碳产业运作机制不合理、产业标准不成熟、技术创新

不足、节能减排难度大、面临新国际贸易规则等问题，提出了我国低碳产业发展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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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找经济增长

与环境保护平衡发展的模式，而低碳经济成为首选。在 2007

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以

后，特别是在“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达成以后，低碳

经济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发展低碳经

济已成为大趋势。 

低碳经济是以消耗低碳燃料为主的一种高能效、低能

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低

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

一次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现

代工业文明，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方向发展［1］。从效率

角度看，低碳经济指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建立以低

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2］，如何实现这种经济发

展模式是当前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可以降低人类发展的代价，随着低

碳经济而产生的低碳产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它将

成为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对我国来讲，及时调整思路，

率先进行低碳领域的产业布局，积极发展与低碳经济相适

应的低碳产业，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 

1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在 2003 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

中，低碳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 Rees 和 Wackernagel［3］

提出的生态足迹理论，生态足迹是生产一定数量的物质和

吸纳消费这些物质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力的地

域空间，它提供了一种判断某国或地区发展生态承载力的

方法，后逐渐引申为碳足迹，用于衡量人类活动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量。Grossman 和 Kureger［4］利用库兹涅茨曲线研

究了人类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轨迹，并得出了人

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会污染环境的结论，认为生态环境会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恶化，只有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

时，环境污染才会随人均 GDP 的增长而下降。南条道夫等

提出城市矿山理论，将目前城市中积累的大量废旧电子电

器、机电设备等比作矿山，认为它们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

东西，这为人类的循环利用物质提供了理论参考，他们还

认为人类可以依靠技术创新等手段来支持可再生资源的利

用。以上学者从不同途径阐释了低碳经济发展理论，为充

分理解低碳经济提供了重要指导。我国学者冯之浚、周荣

等［5］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

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并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

济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低碳技术、优化能源结构、扩

大碳汇潜力等方面入手。李胜和陈晓春［6］从生产、流通、

分配和消费等环节诠释了低碳经济体系，通过建立新能源

技术开发的创新机制及制度设计等，建立低碳的能耗系统

和产业结构。刘再起和陈春［7］选择了 7 个国家的数据，研

究了各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各国产业

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必须根据国情合理地

选择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王海霞［8］对低碳模

式下新兴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低碳新兴产业将是世

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只有率先发展低碳产业，才能在世界

经济低碳化过程中取得主动权。唐建荣、张荣荣［9］对我国

如何构建低碳社会进行了思考，从企业、消费者、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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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提出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建议，并对低碳经济法

律法规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 

以上文献对低碳经济的涵义和低碳经济相关理论进行

了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建议。本文认

为发展低碳经济应从 3 个方面入手：①产业低碳化。在当

前技术条件下，生产、消费、运输、生活、贸易、管理各

方面应发挥节能减排的潜力，使社会生产和生存观念发生

根本性转变；②低碳技术产业化。以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

利用为主，只有在新能源技术的理论研究、产品开发、试

验、批量生产各环节给予支持，使低碳技术转化为产业，

才能为低碳经济发展打下基础；③低碳产业规模化。低碳

经济要以低碳产业为载体，在确定低碳产业发展标准后，

只有低碳产业形成规模发展，才能抵御产业发展风险，才

能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在产业低碳化、

低碳技术产业化和低碳产业规模化的过程中，低碳产业发

展将面临许多问题。本文将从低碳产业的特征出发，分析

低碳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 低碳产业的特征 

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新兴产业为这种发展模式

奠定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

用、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是高碳

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3］。这

就意味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产业基础应该是低碳或是非

碳消耗的产业，这与传统产业是有区别的。低碳产业将极

大缓解人类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类社

会走上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能效、高效率、高效

益发展的道路。与传统产业相比，低碳产业应该具有以下

特征： 

(1)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

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经济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对低碳能源的依赖，使经济发展既满足节能减排的要求，

又不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低碳产业必须具有低

碳或无碳的特征，产业链的分布也要从资源型企业转向低

碳技术型企业，不断优化产业链清洁能源的利用，使国民

经济逐步达到低碳经济的要求。 

(2)具有节能减排的能力。传统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消

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特征，节能减排是产业低碳化发展

的重要途径，低碳经济要求产业在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量的

前提下获得与原来等效的经济产出，或者以原来同样数量的

能源消耗量获得比原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因此，低碳产业是

能实现低碳发展、清洁发展、低成本发展、低代价发展的产

业，这些产业既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

染，又能为人们提供健康、高效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3)具有国家战略性地位。低碳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随着国家鼓励低碳产业发

展，实施优惠的产业扶持政策，诸如太阳能光伏产业、绿

色照明产业、自然生态农业、智能网络、生物技术、新材

料和先进制造等产业会快速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不同于传

统产业，它们着眼于未来，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

济支柱产业的可能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

大和长远影响，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性地位。 

(4)低碳技术的突破是关键。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

能源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化石能源的低

碳化都依赖于技术创新。低碳技术的突破将是低碳产业发

展的关键，特别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核能技术、

氢能技术以及传统能源低碳化利用技术的突破，将是低碳

产业能否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5)绿色生产方式是主导。低碳产业有利于人类生产和

生活环境改善，是低污染或无污染产业，生产过程和所生

产的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没有负面影响，拥有符合生态

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和少污染、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是人类

倡导的绿色生产方式。 

3 我国低碳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要发展低碳产业，就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低碳经济条件

下，我国产业低碳化、低碳技术产业化、低碳产业规模化

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国情，科学合理地提出

产业发展的对策。 

(1)运作机制不合理。目前，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和节能

减排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由政府主导，以行政手段实施为主，

主要依靠节能减排指标的层层分解来约束地方政府和企

业。这种运作机制没有发挥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

作用，以资源性产品为代表的要素价格机制还没有充分形

成，目前的资源价格还没有反映出资源稀缺程度与环境损

害成本的市场关系。应该摆脱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做法，

充分发挥好市场在配置环境资源中的作用，结合经济手段

或价格手段反映资源稀缺性与污染排放的市场关系。 

(2)产业标准不成熟。从全球范围来看，低碳产业还处

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产业标准。低碳产业

的成长也是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应用的过程，如果没有

规范的产业标准和产品检验标准，在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

的过程中，就容易引发非理性的投资和重复建设等企业行

为，会带来产能过剩和产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会导致

产业上下游发展的不协调，而且新兴产业的优势和价值也

难以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即使采用当前最新的技术、装备

和工艺投资建设，产业标准的改变也可能使已经发展的产

业被淘汰。 

(3)技术创新不足。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清洁

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是低碳经济发展必须突破的技术

屏障。低碳产业涉及的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

石化等传统产业，将面临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节

能减排工作也涉及碳捕获与埋存等技术新领域。技术创新

不足、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另外，低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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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国际上的转让和交流也没有完全开放，人为设置的各

种障碍使低碳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交流十分缓慢。这就

要求我国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关键能源技术，保障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 

(4)节能减排难度大。我国的高能耗工业部门大都是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依赖于这些基础性产业的支持。另外，我国正处于工业

化中期阶段，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对能源的较高依赖程度，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仍然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处理

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节能减排又要发展，

还要实现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些都是我国需要充分考

虑的问题。 

(5)面临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发达国家不但在建立碳排

放交易体系、碳定价机制等方面走在前面，而且还试图引

导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化。它们依靠低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实力，阻碍和限制高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并正在改变国

际贸易的机制和格局，通过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

商品市场的格局。引导消费者选用低碳产品，增强其低碳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的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贸易

逆差的问题。面临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我国未来的国际贸

易也需要以低碳产业为基础，如果企业对贸易中的这些变

化未做充分准备，则可能遭遇被动局面。 

(6)碳交易市场不成熟。有关碳交易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在

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市场化的碳交易还没有发生过。目前，

我国也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成熟的国际碳交易市场。随着世

界上许多大型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比如欧盟碳排放量交易市

场、欧洲气候交易所等，低碳标准的制定正在逐渐被欧美等

发达国家控制，我国难以真正参与碳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的制

定，只能被动参与碳交易。发达国家将成为碳产品的主要交

易者与标准制定者，最终我们将被迫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国

际标准进行碳测算、碳交易和缴纳碳关税。 

4 我国低碳产业发展的对策 

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重大变革，我国需

要根据国情，提前作产业部署，制定必要的产业发展措施，

引导低碳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高水平、高效益方向发

展，赢得产业发展的优势。 

(1)制定低碳产业发展规划，完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政

策支持体系。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问题，为避免经济建设

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在其生命周期内的锁定效应，必须高

度重视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有必要制定国家低碳产业发展

规划，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明确低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战略地位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思路、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

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为低碳产业发展做好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完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①立法体现低碳

理念，建立碳排放者付费的原则；②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倾

向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③将低碳经济的实践经验

提升为基本制度予以规范；④强化执行监督，加大执法力

度，确保低碳经济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⑤充分调动投资

者、消费者及政府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低碳产业发展。 

(2)建立可持续发展能源体系。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

基本保证，全球气候变化正引发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其

关键在于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建立低碳经济增长模

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并将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

全球气候的根本途径。我国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可

持续能源发展战略，推进品种多样化的能源供应体系。从

当前我国低碳技术现状来看，我国应该有步骤地发展节能

与能效提高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等，重点开发

和利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生物能、地热能等各种低

碳或无碳的绿色能源。 

(3)加速产业低碳化。抓住全球产业调整的机遇，超前

部署，确定低碳经济模式下不同产业的发展方向，有步骤、

分层次地进行产业低碳化调整：①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产业，如风电、水能、太阳能、生物秸秆、沼气、

农林废弃物气化碳化、压缩成型技术产业；②鼓励发展生

态农业、绿色林业、医药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

卫生、体育、食品制造等低碳产业；③限制和合理发展水

泥、钢铁、建筑、交通运输、金属矿采选业等高耗能的行

业；④加快以低碳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从源

头上减少碳排放，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加大重点行

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力度，淘汰高能耗的老旧设备和高污

染项目建设，严格执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审查

和节能减排准入标准。通过产业低碳化和改变能源的利用

方式，为低碳产业发展指明方向。 

(4)鼓励低碳技术产业化。从社会经济各方面鼓励和支

持低碳技术创新，促进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有利于

技术创新的环境，除了将鼓励和支持低碳产业体现在法律

制度体系中，还要通过政府对低碳产业的规划、财政和税

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运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

引导企业从事低碳产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发挥企业的主

体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因此，应鼓励和

支持企业对低碳技术进行产业化，进行战略性投资，规模

化地应用低碳技术，创造保障低碳技术获得回报的政策和

市场环境，这样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

的主要途径，才有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从长远来看，更

要注重低碳技术的应用，整合现有的低碳技术，通过技术

交易等手段，促进其迅速推广和应用，创造适合国情和低

碳产业发展规律的商业模式，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产业

化进程，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低碳产业化进程。 

(5)立足自主创新，加强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要实

现低碳技术的发展，必须始终站在国际技术前沿，跟踪和

研究技术发展趋势，加强与国际组织、政府、企业、科研

机构等在低碳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理论与经

验，力争在关键技术和工艺上有重大突破。虽然联合国气

候变化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

让，但实际与预期相差较远。发达国家通过支持有实力的

低碳产业和企业进行扩张、重组、转型，实现低碳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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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抢占全球低碳经济市场份额。

因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要立足自主创新，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能源技术，同时尽可能广泛地开展对外

合作与交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使

我国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低碳技术、设备和产品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乃至领先水平，这才是我国低碳技术和低碳产

业的最佳发展模式。 

(6)建立和健全碳排放交易体系。目前，我国在北京、

上海、天津等地已经成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但还没有足

够的经验，更没有完善的法律保证。逐步建立符合低碳经

济发展需求和符合国际规则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我国发

展低碳产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了碳排放交易体系，低

碳产业中的供求关系、竞争机制、定价机制、风险控制等

才能够显现作用，才能创造出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确保

环境资源在低碳产业中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促进低碳产业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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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trategy for Low-carbon Economy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Jian,Xu Haicheng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the low-carbon economy has becom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choice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seek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w-carbon industry is the ba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way of low carb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features and problems in low-carb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our low-carbon industries,such a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was not reasonable, the industry standards were not mature, 

technical innovation were insufficient, the difficulty in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facing to new rule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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