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温室效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

能源的合理使用与生存环境变化对国家今后的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与发展低碳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发展战略、发展形式、政策机制、技术创新与改造等方面都应做好积极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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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的提出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低碳技术

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

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

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新技术。英国政府在 2003 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

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该白

皮书从英国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有

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降低对化石

能源依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英国到 2020 年二氧化

碳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0%，到 2050 年减少 60%，

以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英国政府在继 2003 年能源白皮

书之后，于 2006 年 10 月发布《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

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作了比较权威的定量评估，

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 GDP1%的减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

将来每年 5%～20%的 GDP 损失，呼吁全球尽早向低碳经济转

型。

二、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表明我国经济在今后的若干年持续

不断的发展，同时，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

态。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

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

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

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进行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和降

低能源消耗是关键，因此，向低碳经济发展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
中国现有的石油资源可够开采 13 年，天然气可采 40 年，

煤炭可采 60 年。2007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为 27 亿吨左右，

列全球第二，能源消费处于高结构状态，化学能源约占 92%，

其中煤炭占 68.2%，电力生产 78%依靠煤炭，可再生能源仅占

8%，其中，水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比重较低。由于能源

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

相对较高。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超过 2／3，

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1/3 以

上。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能源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解决能

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发
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实现向低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潜在优势

1.改进空间大

由于我国第二产业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节能技术

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

率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明显偏低。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能源系

统效率为 37．6%，比国际先进水平低 10%～15%，电力、钢铁、
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

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30～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

高 22～27%，比日本高 3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

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 1.7～2.5 倍。因此，通过结构调整、技
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2.改进成本低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

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 30 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在 15
美元。2006 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CDM）碳交易市

场达到 300 亿美元。目前，全球已有 50 多家金融机构加入全

球气候变化投资网络，投资额达到了 13 万亿美元。截至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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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中国 CDM 项目获得联合国 CDM 项目执行理事会签

发的核证减排信用（CERs）达到 3 637 万吨，占联合国目前核

定 CERS 总量的 31.33％，首次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 CDM 碳

交易量国家。
3.技术合作潜力大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

差。中国的电力行业生产主要以煤生电为主，可再生能源和新

能源技术方面，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差

距。在交通领域的汽车燃油经济性问题，冶金、化工、建筑等领

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也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

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由于涉

及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诸多原因，中国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

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
（二）向低碳经济转变面临的制约因素

低碳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长期发

展的趋势。但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客观

地认识到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发展过程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

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以及

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

镇化，今后 30 年内将新建约 400 亿平方米的新建筑，能否推

行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决定性因素。
2.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部分行业呈现粗放

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 GDP 能耗和主要

产品能耗大大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虽然，我们

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但十多年过去了，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

根本改变，这其中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也有各地政府为

GDP 增长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的缘故。
3.资源分配

在中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 94%，石油占 5.4%，天然

气占 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

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过去 20 多

年，中国努力促进能源结构的多样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

费比重从 1980 年的 72．2％下降到 2001 年的 66．7％。但近年

随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攀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势头，2006 年达到

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单位

能源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的近两倍，以煤炭为主的

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持

续发展与能源消耗和高强度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三、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策略

为应对上述挑战，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中国应该

选择合适的策略，以实现发展与低碳的双赢。
（一）坚持国家利益，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

和责任

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因

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要把中国特

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

放相区别，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为由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买

单，从而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

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
（二）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

发展与减排的良性循环

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约束，必须高度重视向低碳

经济转型。有必要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中，摒弃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前瞻、长远和全

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寻找低碳经济与国家发

展战略的结合点，从而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技术进步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向低碳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三）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合理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

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在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不断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

技术的研发；在中期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

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更长远

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

能源体系，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来解决我国能源问题。通过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用能结构，加快

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
（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形成低碳技术体系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低碳技术的

推广，同时保护知识产权。应高度重视能效提高技术和低碳技

术的战略意义，通过推广和应用新型低碳经济技术方式，引领

中国向新低碳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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