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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三维分析 

——兼论低碳咨询业的作用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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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发展低碳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我国政府提出了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总体目标，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策、资本、

技术这 3 个维度共同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从这 3 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以及前景，

提出低碳咨询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纽带；然后，分析了我国低碳咨询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其规模小、

发展水平低，没有发挥其本应该发挥的作用；最后，结合国外低碳咨询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为我国低碳咨

询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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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9 年岁末，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画

上了句号，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正式进入“后哥本哈根时

代”。与前一个“后京都时代”相比，由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

并没有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后哥本哈根时代”最大的特

点就是其不确定性。但哥本哈根会议并非无果而终，其掀

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高潮。超过 3.5 万人

涌入，119 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会，自气候变化谈判进

程启动 20 年以来，这在规模和规格上都是空前的［1］。低

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这一点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更加成为世界范围的共识。 

与国际低碳政治的扑朔迷离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

已是大势所趋。我国政府本着对本国人民及全人类长远发

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

社会经济与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出发，提出了发展低碳经

济、建设低碳社会的号召［2］。2009 年 11 月 25 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

测、考核办法。2010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

幕，九三学社提交的《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提案》

被列为一号提案。“两会”上提出的“低碳议案”占所有议案的

10%左右。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

碳社会的建设？在 2009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首届中美清洁

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碳金融分论坛上，主持该会议的

美方联席主席特雷西·沃斯腾克罗夫特把低碳经济比喻为一

个 3 条腿的板凳，并称低碳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

技术和资本三位一体的支撑框架。政策、技术、资本是支

撑低碳经济发展的 3 个支柱，围绕这一议题，国内外很多

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政策研

究方面，潘家华［1］全面分析了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国际气候

谈判的走势，徐华清、潘家华、何建坤［2］讨论了我国政府

应对气候变化的下一步部署；在资本方面，国外学者 Cheng 

Lee F、Sue Lin J、Charles Lewis［3］使用国外的数据分析了

碳税和碳交易对不同行业的减排效果以及对这些行业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张建、廖胡、梁钦峰等［4］分析

了我国的数据，给出了在我国推行碳税和碳交易的宏观建

议；关于技术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刘少波、都宜金［5］讨

论了低碳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前景，但是范围仅限于安徽省，

麦肯锡中国［6］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对我国低碳技术的前

景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评估，其报告侧重于分析技术中蕴含

的商业机会，对低碳技术的减排效果等的研究并不深入。

总体来看，缺少从 3 个方面综合分析的研究，本文从政策、

技术、资本这 3 个维度综合分析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景，

并由此提出问题：如何才能使这 3 者之间形成更好的良性

互动？如何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更好地把各种社会资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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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发展低碳经济？这需要政府、金融界、实体企业、

科研机构等的通力合作。经过分析得出结论：低碳咨询业

是连接政策、技术、资本这 3 个支柱的纽带。对于低碳咨

询业，国内外都缺乏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尤其在国内，学

术界甚至未有低碳咨询这一概念，只有关于 CDM 咨询和合

同能源管理的零星研究，如刘兰翠、吴刚、雷波［7］分别对

我国 CDM 咨询和合同能源管理进行了讨论。从上述文献发

表的时间也可以看出来，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新一轮关

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咨询业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展，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将掀起新一轮的低碳经

济研究热潮。 

1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资本—技术

三维分析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资本、技术这三驾

马车的拉动。在这三者中，政策是大环境，资本是利益驱

动和调控手段，而技术(广义的低碳技术包括低碳生活方式)

是核心推动力。本文从这 3 个维度讨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的前景。 

1.1 政策维度 

在国际气候政策方面，后哥本哈根时代突出体现了其

不确定性的一面。全球的气候政策谈判仍将在 1992 年签订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续进行。然而，1997

年的《京都协议书》将于 2012 年到期，2007 年 12 月制定

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 2020 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

25%~40%，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也遭受打击。在未来的国

际气候谈判中，各方利益仍将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一原则展开博弈，其焦点有 3 个：①究竟能不能提出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近期、中期、远期的减排指标，以

及指标的可测算性；②发达国家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和技术上的援助；③如何建立促进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包括对现有机制的改进和潜在机制的创新。 

在这场博弈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美

国、欧盟这 3 个方面将是最有话语权的利益有关方。其中，

新兴国家已经提出了超出“巴厘岛路线”的减排目标，欧盟

一直走在低碳发展的前列，并起着领导作用，而美国是其

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国内的气候政策之争十几年来

一直没有停过。从最开始的“怀疑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不稳

定性”，到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再到奥巴马

政府出于对世界低碳经济领导权的争夺和国内政治形势的

考虑再次重新高调提倡低碳发展，美国一直既担心承诺的

减排量会束缚自己发展的脚步，又担心在与欧盟争夺低碳

经济发展领导权的竞争中落于下风。2009 年 6 月 26 日，美

国众议院讨论通过 HR2454《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法案

要求美国排放源到 2020 年减少相当于 2005 年排放水平

17％的温室气体排放(大致相当于 1990 年排放水平的 4％)，

到 2050 年减少相当于 2005 年排放水平 83％的温室气体排

放(大致相当于 1990 年排放水平的 80％)［8］。一方面，该方

案还需通过美国参议院的表决；另一方面，此法案中提出

的减排指标并不能让大多数的国家满意。而在奥巴马任期

满之后，如果以高碳发展模式的能源公司为背景的政治势

力在大选中获胜，那么美国气候政策的稳定性就更加值得

怀疑。 

相比之下，我国政府本着对本国人民及全人类长远发

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

社会经济与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出发，提出发展低碳经济。

尤其从我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和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

提出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同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

考核办法，这把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风险降到了最低。

2007 年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低

碳经济发展的总的指导方案，经过 2010 年两会的激烈讨论，

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据报道，研究制

定中的扶植政策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新

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展低碳经济指导意见》和《加

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预

计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可

以初见端倪。 

1.2 资本维度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是一种重要的利益驱动和

调控手段。低碳经济本身的外部性远远大于其内部性，因

此，如果没有资本的利益驱动，则企业对于低碳经济就不

可能有很大的积极性。除了制定强制性产业政策进行管制

之外，政府还必须采用资本手段发挥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

另外，大多数的低碳技术都具有初期投入大、投资周期长、

回报率低等特点，政府需要培育特殊的资本机制对低碳技

术的创新、引进和扩散进行支持。 

低碳经济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外部性修正。经济学理

论中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庇古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

运用税收手段进行干预，使个体成本趋近于社会成本；二

是科斯的理论，认为在权利界定清晰的前提之下，私人部

门的交易乃是达成个体最优与社会最优统一的最佳选择。

这两种理论引出两种不同的资本手段，即碳税和碳交易。 

碳税指国家征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税，属于价格

干预。碳税的征收会改变排放者的成本，由此引导排放者

的行为，这种方法的实施相对简单，只相当于在已有的税

收体系中增加一个新的税种，涉及的额外成本相对较少。

但是，税率的制定需要充分了解排放者个体的成本信息和

排放导致的社会成本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碳税

征收对象很广泛的情况下，要完全获取这些信息几乎是不

可能的。碳税率如果出现偏差，则会出现新的价格扭曲。

同时，碳税有可能导致生产者提高产品价格，把新增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而这只会增加财政收入，对减排并没有实

质性的效果［4］。 

碳交易是一种排放权交易。管理者评估碳排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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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据此确定减排目标和需要发放的排放权配额。排

放权配额确定之后，不同主体会根据自身的减排成本和排

放权的市场价格进行排放权买卖。这种手段的减排效果非

常明显，总排放量一经确定，总体的减排目标就已经明确

了。然而与碳税相比，碳交易的初始成本要大得多。配额

制度的建立需要突破一些法律或者产业政策的障碍，相关

的调整需要时间；碳交易需要建立全新的基础设施，包括

交易平台、清算和结算体系、市场监督体系和信用体系，

需要金融、环境、科技、法律各个部门和领域的配合协调［3］。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资本领域，很多发达国家都走在了

我国前面。对于碳税，欧盟的很多国家都针对排放者征收

高额的环境税，荷兰、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德国已

征税超过 10 年，英国也于 2001 年开始征收碳税。另外，

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或者准备对进口的商品征收

碳关税。对于碳交易，目前全球最主要的碳交易体系有欧

盟排放权交易制(ETS)、英国的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

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澳大利亚交易体系(NSW)，它

们全部由发达国家主导。我国的低碳市场刚刚起步，目前

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

所，均于 2008 年成立。 

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

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

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

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而我国的

碳交易产品种类十分稀少，仅限于 CDM 项目和自愿排放权

交易，在国际市场上更是没有话语权和碳信用的定价权。 

因此，我国应该尽早征收碳税，一是抢占道德的制高

点，二是根据 WTO 的法则避免我国出口的产品被双重征

税。同时，尽早加强国内碳交易市场的研究和建设，适时

推出配额交易制度试点，推动本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同

时，应把碳税增加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和碳金融市场带来的

一部分资本增值投入到低碳技术发展的培育机制上，设立

低碳技术基金，完善低碳技术市场，加强共性低碳技术的

研发，积极参与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研究。 

1.3 技术维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广义的低

碳技术的研发、创新、扩散和应用过程。低碳技术顾名思

义是可以减少碳排放量的技术，由于其定义的特殊性，它

不可能像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等成为逻辑性、系统性的技

术体系。同时，低碳技术的内部是相对松散的。因此，本

文采用列举法，借用参考文献［6］的分类方法，将低碳技

术分为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碳捕捉技术

和农林技术四大类进行分析。 

1.3.1 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 

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是将煤进行气化后燃

烧发电的技术，这种方式的效率高于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煤

电厂。该领域还有新的技术正在涌现，如气体增湿优化、

高温尾气净化、阶段性气化及化学萃灭等。该类技术目前

仍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研发阶段，核心技术主要被国外企业

控制，但减排的潜力巨大。 

内燃机燃油效率提高技术，具体包括：可变阀控制、

空调改良、轮胎压力控制系统、空气孔隙效率提升、传导

优化和减少引擎摩擦力等。这些技术有的已经开始测试，

但仍未达到大规模商用阶段，预计 2015 年以后有望商用。 

节能建筑技术，具体包括：建筑围护结构能效提高技术

(被动设计技术，旧房改造技术)、通风、供暖和空调系统提

高技术(区域供热扩张和建筑自动化系统)、节能型照明技术

(LED)。该类技术已经处于大规模商用的阶段，目前应加大

建筑节能标准的贯彻力度，使此类技术能更多更好地采用。 

高排放工业的节能技术，在钢铁工业，高炉余压发电

TRTs、喷煤 PCI、富阳 PCI、上升用电炉 EAFs 等技术具有

长期的经济可行性，国外已广泛采用，我国处于推广阶段；

另外，一类新兴的钢铁行业能效技术，包括：联合循环发

电 CCPP、煤调湿技术 CMC 和薄带钢连铸连轧技术等，需

要通过旧厂改造才能实现，大规模的推广仍然面临很大问

题。化工行业(先进动力装备。热点联产发电)、水泥行业(预

分解窑技术、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等)、废弃物管理行业(固

体废弃物的利用、填埋气以及工业废水沼气发电技术等)，

均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 

1.3.2 清洁能源技术 

(1)核电技术。我国第二、三代核电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核电厂将主要建在沿海地区或者河流湖泊集中的地区，以

利用丰富的水资源经行冷却，但核废料的处理技术仍然是

其发展的瓶颈，未来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第四代核技术

正处于研发阶段，该技术对水资源的需求会大幅减少，如

果能推广，则可以增加在内陆地区兴建核电厂的可能性。 

(2)风能技术和太阳能技术。我国的风能技术和太阳能

技术，尤其是太阳能光伏技术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但是，

由于我国风力分布和太阳能分布多集中在新疆、西藏等边

远地区，这些地区远离电力负荷中心，因此，该类技术推

广的真正瓶颈是远距离输电技术(特高压技术和智能电网技

术)。特高压技术的成熟性、安全性和环境影响还处于评估

阶段，而且，铺设特高压线路的成本十分昂贵。 

(3)电 动 汽 车 技 术 。 包 括 ： 充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车 技 术

(PHEV)、纯电动车技术(ＰＥＶ)、完全混合动力车技术。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完全混合动力车主要还是以汽油为燃

料，在适宜的条件下，车内的电动系统会取代内燃机成为

动力来源，电池在行驶过程中得到充电(再生制动技术)。这

种技术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减排潜力有限，而且由丰田和

本田等日本企业占据领先地位。PHEV 和 PEV 都主要以电

能作为动力来源，其核心技术并没有十分明显的领先者。

我国在充电电池技术方面具有相当的技术优势，如果充分

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高速增长的汽车市场，则很有机会

成为该领域的技术领先者。 

1.3.3 碳捕捉技术 

碳捕捉(CCS)指在二氧化碳产生时就将其捕获并存储

起来，可以应用于任何化石燃料。CCS 技术的核心是富氧

燃烧技术和燃烧后的捕获技术，目前 CCS 尚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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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昂，商业前景有待验证。如果我国在未来新建和改

建的电厂中装备 CCS 设备，则最需要考虑的是运输成本(我

国大多数的煤电厂都远离适合碳存储的地点)和改造电厂的

附加成本。目前，美国应用 CCS 与其它行业技术相配套，

可以大幅提高投资收益，如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技术 EOR，

利用该技术将二氧化碳注入油井，以提高原油的采收率。

原油采收的收入，将足够弥补 CCS 的初期投资和后续经营

成本。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EOR 技术的市场也具有局

限性。 

1.3.4 农林技术 

(1)增加碳汇，包括造林、草原管理与恢复以及保护性

耕作。提高土壤和植被的碳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土壤质量的提高和植被覆盖面积的扩大。但是，看似简

单的碳汇改善存在很高的技术成本和很大的应用障碍，因

为我国的环境条件非常复杂，有些地区自然条件严苛，而

且农村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分布非常分散。 

(2)肥料管理，我国一方面亟需少用化肥以保护土壤肥

力，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作物产量以保证食物供应。相关技

术主要指测土施肥技术，该技术可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

节约５％左右的化肥用量，目前已经 100％得到推广。另外，

据国际经验估计，最新的提高肥效技术可以节约 20％的化

肥用量。 

(3)牲畜排放控制，主要包括动物饲料添加剂和甲烷控

制疫苗，以抑制反刍类动物消化道的排放。这类技术无法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作用，只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

具体实施中，唯一的潜在障碍是我国从事畜牧业的农户分

布比较分散，会限制疫苗的普及。 

以上简单讨论了几类关注度很高的低碳技术，这些技

术的研发、创新和推广，都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

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光是每一个

线性维度的发展，而应该是由线及面乃至整个有机空间的

发展。综合来看，政策—资本面、资本—技术面、技术—

政策面必须面面俱到，如何使这 3 条线 3 个面更好地结合

形成有机互动，是发展低碳经济至关重要的问题。 

2 我国低碳咨询产业的发展现状 

低碳咨询业是咨询业的一个分支。咨询业，是对第三

产业中以咨询服务为主的各行业的总称。低碳咨询业，是

咨询企业从事与低碳经济有关，以提高服务对象的资源利

用效率和降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活动。

由于咨询行业对政策更熟悉，对资本市场更了解，针对技

术的学习能力较强，因此是政策—资本—技术三者之间的

天然纽带。目前，我国的低碳咨询业发展刚刚起步，只有

有限的几种类型，比较成规模的是以下两种。 

2.1 CDM 项目咨询  

清 洁 发 展 机 制 ， 简 称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 3 个灵活履约机

制之一。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

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

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通过资金注入或者技术支持等)，

把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对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一部分义务的履行。CDM 是一种双赢(Win-Win)的

选择，CDM 咨询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帮助我国企业申请 CDM

项目，直至在联合国 CDM 理事会注册［9］。 

由于 CDM 申请要求非常复杂，技术专业程度高，面对

潜在的 CDM 市场，国内的 CDM 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据统计，我国成规模的 CDM 咨询

机构有 155 家，其中，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 CDM 信息平台

上注册的有 71 家。主要分为 3 种类型：①学术机构，如煤

炭信息研究院、清华大学核研院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等；

②咨询公司，如北京易澄信诺碳资产咨询有限公司、荷兰

CVDT 咨询(中国)公司等；③产学研相结合的非盈利机构，

如清华大学 CDM 推广中心等。其中，咨询公司占数量上的

绝大多数［7］。 

我国 CDM 咨询公司的一般业务分为以下 3 个方面：①

潜在 CDM 项目调查，帮助对东道国不熟悉的投资者从众

多的常规项目中，寻找符合 CDM 机制要求的项目；②CDM

项目融资，在 CDM 项目融资方面，帮助国外投资者与国内

CDM 项目实施者建立联系；③CDM 项目申请，由于 CDM

项目的申请程序有别于常规项目，并且相当复杂，项目业

主往往对 CDM 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基本不了解，咨询机构在

CDM 项目的申请过程中可提供比较专业的咨询服务。我国

几乎所有的向联合国申报的 PDD 文件都是由 CDM 咨询公

司制作的。 

虽然我国的 CDM 咨询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对象企

业获得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其业务还都处于

比较低的层次，即多局限于文件制作和项目申请本身。在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在 2012 年《京都议定

书》到期之后究竟会如何发展现在尚无定论。同时，2009

年底联合国以不满足“额外性”的理由一次性拒签了我国 11

个 CDM 项目，这些都给 CDM 项目的发展前途蒙上了一层

阴影。在这种情况下，CDM 咨询公司必须把眼光放长远，

重新思考自己的业务和定位，争取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存

活下来，并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2 合同能源管理咨询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合同能源管理作

为一种全新的节能机制，在市场经济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合同能源管理(EPC)，是由专业的节能服务公司(国内简称

EMCO)通过能源服务合同为客户企业提供能源诊断、方案

设计、技术选择、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安装调试、运行

维护、人员培训、节能量检测、节能量跟踪等一整套系统

化服务，并从客户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按合同

约定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一种市场化节能机制和商业运

作模式。 

我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于

1998 年 12 月开始实施 EPC 项目。在 EPC 一期项目中，我

国政府支持成立了 3 家示范性 EMC(分别位于北京、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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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与 180 多家客户签订了 208 个节能项目合同，共投

资 3.69 亿元人民币，5 年内资产总额从原注册资金 7 440

万元，增长到 3.15 亿元，5 年增加了 3.2 倍。 

2004 年 4 月，我国成立了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

员会，启动 EPC 项目二期工程，具体实施了两项支持工作：

一是建立 EMC 贷款担保计划；二是对潜在 EMC 进行培训。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 EMC 在数量上的发展速度

还是很可观的。2009 年，在我国节能服务产业中，节能服务

产业产值从 2008 年的 417 亿元增长到 588 亿元，同比增长

了 40.9%，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额从 2008 年的 117 亿元增

长到 195 亿元，同比增长了 67%，并形成年节能能力 1 757.9

万 t 标准煤，年减排 1 133.85 万 t 二氧化碳［10］。 

但是，我国的合同能源管理咨询公司的发展仍然存在

很多问题，整个市场并不规范，企业缺乏综合技术能力、

市场开拓能力、商务计划制定能力、财务管理与风险防范

能力、后期管理能力等，降低了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水平，

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的节能量核准手段。节能效果的评测

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核心问题，节能咨询公司的所有收

益实质上都来自于节能收益。而目前，节能服务公司在节

能量的核准和评估上，时常难以与企业达成一致，缺少统

一的评价标准和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节能

量的核准和评估。 

现在，《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业发展

的意见》即将出台。一旦国家从政策上规范了合同能源管

理市场，从资金上解决融资的后顾之忧(如设立专业化的节

能项目担保基金和相应的运作机构，建立并完善以担保基

金启动银行贷款的节能融资中介机制)，并通过能源技术服

务清单的传播为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扫清信息障碍和认识

障碍，那么，合同能源管理咨询公司就能在整个低碳经济

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对我国低碳咨询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总结我国的低碳咨询业现状，简单地说，一是规模小、

水平低，二是市场门槛低、不规范，三是方方面面各自为

战，没有形成产业内的凝聚力，所以没有发挥出其本身应

发挥的纽带作用。未来的低碳咨询企业，应该采用一种创

新的模式，以“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的模式为基础，结合并

发展 CDM 咨询公司的业务，研读国家的低碳政策，紧跟国

家不断出台的低碳标准；把为企业节省下来的碳信用参与

到碳交易中来，而不是从合同上按比例得到利润这么简单；

在技术层面，结合自身能力更多地参与核心技术的研发和

国际技术的转让；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资本—技术 3

个维度的两两交互的面上，努力拓展业务空间，提升核心

竞争力。 

(1)政策—资本面。咨询企业首先应更深刻地研读低碳政

策，把目光放长远。究竟我国会采用碳税还是碳交易还是两

者并行的方式？未来究竟能不能形成全球性的碳交易市

场？如果不行，在京都议定书过期之后是否会形成区域性的

碳交易市场？我国的定位又会是怎样？国际市场上原油和

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对 CERs(核证减排量)价格的影响究竟

会怎样？在对未来的大势有了基本的判断之后，咨询企业

就可以提前做很多工作，以占领未来的市场为目标，成为

低碳咨询业的先行者。比如，面对未来 CDM 市场诸多变因

的 CDM 咨询公司，不应只局限在 CDM 项目申请咨询上，

而应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把目光放长远，摒弃一些蝇

头小利，积极帮助我国企业争取 CERs 定价权，尤其是参与

到国内的碳信用体系建设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成

熟的碳交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2)资本—技术面。咨询公司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其技术

中介作用。由于大多数的低碳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所以，咨询公司尤其应该关注国际低碳技术转移。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公约下设立技术转移框架(TTF)［11］，框架包括

技术的需求和需求评估、技术信息、技术转移的环境建设、

技术转移资金建设和技术转移机制建设 5 个方面。在 CDM

咨询业务中，也涉及到发达国家向我国的技术转移。但是

统计显示，我国申请成功的大多数 CDM 项目，都是前期生

产方式过于粗放、减排潜力很大的项目。由此带来的技术

引进，只是一些层次相对不高的技术，真正的低碳核心技

术转移由于国家利益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羁绊而很难进

行。在每一次的不定期会议上，TTF 都会提出新的技术转

移机制以供参考，如创新基金、国际合作等。近期很热门

的 REED 机制，一经 TTF 提出就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度关

注。有实力和远见的咨询公司，应随时跟踪国际技术转移

新趋势并积极参与其中［12］。 

(3)技术—政策面。咨询公司还应该发挥其技术学习和

管理上的优势，做技术推广和技术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的

咨询公司在前期 IT 咨询的浪潮中，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

先出让技术，再管理技术，在对象企业使用新技术的整个

过程中将其牢牢控制。可以看到，很多低碳技术与 IT 技术

一样，应用周期长、后期管理复杂。有实力的咨询公司应

该努力通过自主研发或者技术转让，把一两项核心技术控

制在自己手里，在未来的低碳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壮大自

身业务，另一方面可以充当技术的推广和实施者，同时还

可以培养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我国

的很多核心技术，比如蓄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技

术等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咨询公司可以组织力量对这类技

术 进 行 研 究 和 学 习 ， 尤 其 对 于 技 术 诀 窍 (technology 

knowing-how)更应该充分掌握，以便未来参与国际竞争和

国内市场份额的抢夺。 
(4)纵观整个政策—资本—技术面，我国的低碳咨询企

业应该迅速行动起来，结合自身的特点，抢做该行业的先

行者。最关键的一点是，建立自己的有公信力的品牌。英

国的 Carbon Footprint 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碳足

迹咨询领域的行业领先者。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通常

也被称为“碳耗用量”，是指一种新开发的用于测量机构

或 个 人每 日 消耗 能源 而 产生的 二 氧化 碳 排放 对环 境 的

影响的指标 ［13］。美国科罗拉多著名的市场调查机构 Pike 

Research 在 2009 年的预测报告中指出，2009 年碳足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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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总额为 3.8 亿美元［14］，并将在 2017 年达到 42 亿美

元。Carbon Footprint 公司很早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在业务

中，公司派出专家组进入对象企业，评估企业的碳减排潜

力，并提出建议，选择适合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实施方案。

但其能够牢牢占据行业龙头地位的关键原因是，公司有一

套完备的监督体制，不光是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而且在方

案实施之后，对对象企业实行全方位的监督。这使得公司

实施的每一份碳减排方案在业内都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在

我国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低碳咨询业鱼龙混杂，必然会

有一个优胜劣汰过程，可以预见的是，只有具有公信力的

咨询企业才能存活。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还存在变数，但是我国低碳经济发

展的序幕已经拉开。如何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发展

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其关键是把低碳经济政策—资

本—技术 3 个维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对低碳咨询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本土的咨询企业应该把目光放远，

一方面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好时机，把在传统管理咨询

和 IT 咨询业务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另一方面抢抓机遇，

结合自身条件成为行业先行者，采用创新的模式，培养有

公信力的品牌，真正发挥联结政策—资本—技术三者的纽

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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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penhagen Mee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carbon economy reached extensive consensus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decrease the CO2 emissions by 2020, down 40%~50 %from 2005.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better and faster, policy,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developing prospect of China’s 

low-carbon economy,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and brings up the viewpoint that low-carbon consulting 

is supposed to be the k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low-carbon consulting, indicating that the low-carbon consulting doesn’t play a positive role because of its small scales and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latest trends in low-carbon consulting abroad, and brings 

up the proposal for China’s low-carbon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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