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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经济是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是全球共识。但 目前在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理论内 

涵等基本问题却没有进行应有的阐述。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 

认为：低碳经济是在能源危机和气候危机下的“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和低污染”四位一体的新型可持续发 

展模式；是通过构建低碳型产业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发展低碳企业和低碳产业、低碳园区和低碳城市， 

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发展，最终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的科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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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w—carbon economy，which is a global consensus，i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Currently，however，the theoretical 

circle has not clearly expounded the basic issues of low carbon economy such as basic concepts，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SO on．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low carbon economy，holds that low carbon 

economy is a new sty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low material consumption，low emission and low 

pollution under energy crisis and climate crisis，is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to construct low carbon industry and low carbon areas and 

is to develop low carbon enterprises，low carbon industries，low carbon zones and low carbon c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mwth and carbon emissions，finally，raising scientific category of weffare level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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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出现的新 

概念。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京都 

议定书》受挫的情形下，由英国政府于2003年在题 

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 

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低碳经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 

广泛关注，被政界和学术界广泛地探讨和研究，低 

碳经济被誉为继信息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后的 

第五次革命。 

由英国引领的低碳经济不仅仅存在于概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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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且已经深入到实践中。英国提出了气候保护 

税、能源产品税等具体措施顺应低碳经济发展；法 

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减排的重要举措，大幅度增加 

太阳能、核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瑞典则 

大力推进“环保车行动”；德国把“环保技术产业”作 

为重要的主导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丹麦 

积极发展“绿色能源”模式，成为欧盟内发展低碳经 

济的典范；日本重新启动太阳能激励政策，鼓励光 

伏产业发展；美国政府通过了《低碳经济法案》，要 

求大力发展新能源。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爬坡”阶段，呈 

现重化工工业化的典型特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较 

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 

源。为此，我国在《气候变化国家报告》中不但明确 

提出中国要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而且还确立了减 

缓气候变化的总体思路。2006年我国节能减排的 

实施，开启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序幕。2008年5月27 

日，国家发改委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选定上海和 

河北保定作为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试点。2009年6 

月，在重庆市金融办和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联合举 

办的“金融与重庆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重庆诺实 

科技有限公司明确提出要建成世界上第一个低碳 

工业园。广东的低碳经济示范区、上海的低碳经济 

实践区以及河北的低碳城市将成为我国发展低碳 

经济的重要典范和模式。 

显而易见，从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对 

低碳经济理论内涵的理解还处于萌芽阶段，低碳经 

济实践还处于初步探索与尝试的阶段。时至今 日， 

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进行详细的研究，以 

利于我国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Jl~,N转型。 

但纵观理论界对低碳经济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于“为什么”和“怎么样”两个方面，而对于低碳经 

济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很 

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 

入研究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认 

识，不同学者有不 同的理解。冯之浚和金涌等 

(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 

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实质在 

于充分利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 

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 

维持全球生态平衡。 周宏春(2009)从循环经济和 

低碳经济的异同出发，认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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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社会转变生产方式 和生活模式 的战略 

选择。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方面，学者们基本达 

成一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催化 

剂。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斯凡特 ·阿累利乌斯 

(1996)认为，化石能源的燃烧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增 

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预计到2050年，温室气 

体(CO )浓度将达到 550PPM，这将扰乱 自然生态 

系统的各种因素(如海水温度、洋流以及太阳辐射) 

间的微妙平衡，并深刻触及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 

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 

此，全球变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关注和对现有 

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低碳经济模式受到政府组织 

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所以，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 

变化而制定了气候变化国际框架体系，特别是英国 

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之 

后，多数欧盟国家、美国和 13本等发达国家纷纷 

响应。 

在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方面，学者们也 

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温室气体和我国的资 

源环境状况是其直接原因，而我国工业化的特征是 

其背后原因。邢继俊和赵刚(2007)指出中国目前 

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气候变化急剧 

和投资缺口扩大的情况，必须发展低碳经济，才能 

实现“环境友好式”发展。l5 胡鞍钢(2007)认为，气 

候变暖也可能会对中国带来一个巨大的机会，它将 

强有力地促进中国从黑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 

式转变，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中国有可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 

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 

口国。 庄贵阳(2007)认为我国处于重化工工业化 

的阶段，必然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粗放发展 

模式，为此必须要实现经济的低碳转型。 崔大鹏 

(2008)认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环境库兹涅兹 

曲线处于上升阶段，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碳排放 

总量和增量都是惊人的，在未来的20_30年内，中 

国的环境压力将会增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会 H 

益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方面，观点较为分散， 

各显其长。从欧美国家的实践看，实现低碳经济的 

主要途径有四：一是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度依赖 

化石能源的产业的比例，改变生产模式；二是改变 

生活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 

式；三是开发新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比例，改变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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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并清洁使用化石能源；四是提高能源效率，降 

低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强度。 

对于我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国内学者们提出 

了一些具体措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 

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等(2008) 

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就要调整 目前的经济结 

构，尤其是要调整高耗能产业结构。l1叫十届全国人 

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毛如柏(2008)认为，低 

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国家应加强 

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建立低碳经济技 

术体系；同时，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合作， 

引进消化先进的节能技术、提高能效的技术和可再 

生能源技术。l1 毛玉如等(2008)认为我国推进低碳 

经济发展，可以从区域、产业、机制、技术 4个层面来 

考虑，“先行试点”，再“全面推进”。l1 冯之浚和牛 

文元(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突破口，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5大创新，包括观 

念创新、结构创新、科技创新、消费方式创新和管理 

创新等。[”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如何 

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取得了一致性认识，但关于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各 

有不同的措施。而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论 内涵的研 

究却很少有人涉及。 

三、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 

低碳经济表面上来看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 

放而提出的，但是实际上它包含丰富的内涵，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不断发 

展的必然产物。资源环境因素 日益成为现在经济 

增长的必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 

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问要经过一个“低收人低 

排放一收入增加排放增加一高收入排放稳定甚至 

降低”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有 

密切关系。在农业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处于较低 

的水平，对环境基本不会造成多大污染，即使存在 

温室气体，也能被环境所消化和吸纳，当时社会处 

于一个低收入低排放的低碳经济阶段；随后，工业 

社会是以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和大量排放为特征的 

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并且 

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占较大比例，温室气体排放骤然 

增加，此时的社会处在高收入高排放的高碳经济阶 

段；当人们认识到环境是稀缺资源时，逐步加大环 

境保护力度，于是出现一个高收入低排放 (稳定甚 

至下降)的低碳经济阶段。 

由此可见，实际上低碳经济并不是现代社会的 

标志，早在农业社会，低碳经济模式就已经存在，只 

不过资源环境问题 尚未突出，而且是一种低水平， 

低效率的低碳经济模式。到了近代社会，工业革命 

后，局部发生的生态破坏问题逐渐凸显，成为第一 

代环境问题；近来，全球发生的气候问题便成为第 

二代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为破解气候问题的低 

碳经济才正式出现，这时要实现的是一种高水平、 

高效率的低碳经济模式。 

2．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低碳经济是解决世界第二代环境问题的产物， 

因此，它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环境污 

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来看，世界环境问题分为 

第一代环境问题，第二代环境问题。第一代环境问 

题是环境污染发生在局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小；第 

二代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较大，甚至影响到全球领 

域。目前，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公共物品，影响到世界上每个国家。为了解 

决全球气候挑战，低碳经济浮出水面，试图采用一 

种新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破解全球气候问题，实 

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因此，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内容。 

(2)低碳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国家的正确选择。现今， 

国家可持续发展不仅考虑要解决“三废”的问题，而 

且更关注影响全球(整个国家)的环境问题，特别是 

以二氧化碳为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目前，世 

界经济仍是高碳经济主导的，在高碳经济中，经济 

增长是由碳基能源推动的，而消费碳基能源的同时 

碳排放随着产生，这样世界经济处于一个“岛碳经 

济”的路径中。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 

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 

国。所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用新的发展 

模式引领，这就是低碳经济。所以，低碳经济是我 

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由高碳经济向 

低碳经济的转型，顺利摆脱高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可以实现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与低污染的可持 

续发展。 

(3)低碳经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 

路径 

发展低碳经济是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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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低碳经 

济需要构建低碳企业、低碳产业、低碳区域，从而实现 

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发展，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水平。这样，就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南。为了实现 

可持续发展，全社会就要建立低碳经济体系，低碳经 

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包括： 
— — 低碳能源系统。碳排放主要是消耗碳基 

能源造成的，所以，必须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碳 

基能源的消费，增加新能源的比例，构建低碳能源 

系统，从而从根本上切断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 
— — 低碳产业系统。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构建低碳产业系统。按照产业结构的演进路 

径，在增强我国第二产业实力的同时，也要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碳减 

排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同时，还要培育低碳产 

业，主要包括静脉产业、新能源产业等。 
— — 低碳技术系统。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 

济的关键。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低碳技术系统，主 

要包括：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再生和 

利用技术、绿色建筑技术、新能源(太阳能、核能、水 

能、生物质等)技术、二氧化碳捕捉及封存和资源化 

技术等。通过低碳技术，可以直接实现碳减排。 
— — 低碳制度系统。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大 

势所趋，所以，我国应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战略层 

面，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构建低碳制度 

系统。一是要考虑低碳因素，修正和完善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和发展指标体系，同时，改进地方官员的 

政绩考核标准，落实碳减排责任；二是制定利于发 

展低碳经济的财税和货币政策，实现政策的“绿 

化”；三是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管理制度 

的改革，完善煤电定价制度，同时，运用市场交易规 

则创新碳交易制度。 

总之，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低碳经济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由之 

路，而且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南； 

构建低碳经济系统，为可持续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 

了保障。同时，低碳经济的提出在理论上也深化了 

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理解。 

3．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 

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是现代市 

场经济的主体，理应成为低碳经济的主体，因此构 

建低碳型企业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微观基础。为此， 

必须从产品的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方面融入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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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在生态设计时，要把握产品原料、能源投入 

的低碳化，确保从源头上进行低碳化设计；在产品 

的生产过程中，确保清洁生产顺利进行，清洁生产 

可以保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低碳化。企业要不断 

提高低碳技术研发能力，充分利用清洁生产技术、 

低碳技术等，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保证低碳型的 

生态化设计顺利实现。 

4．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容 

低碳经济发展主要内容是构建低碳型产业发 

展模式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低碳型产业发展 

模式就是按照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对现有产业结 

构进行改造，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建立产业 

结构优化式低碳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所以，需要 

根据产业结构的宏观构成，按照不同产业结构与能 

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低碳化。一般而 

言，按照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逻辑，产业结构要经过 

从“一二三”到“三二一”的转换过程。由于第三产 

业是服务型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比第二产业低 

很多，而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等产业又具有增汇 

的功能，所以，产业结构越优化，低碳经济发展的状 

态越好。另外可以根据不同产业间产品、废弃物不 

同的联系，通过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废弃资 

源的再生利用和减排的目的，实现低碳化发展。 

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 
一 是低碳型园区发展模式。从区域角度而言，园区 

是发展低碳经济最小的单位，建立低碳型园区发展 

模式就是依据工业园中各个企业在园区中所处不 

同的地位和角色，建立起各个企业间能源利用和废 

弃物排放以及综合利用的稳定的联系，以期实现能 

源的综合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的减量。其二是低碳 

型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就是通过 

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 

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 

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 

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 

体系，形成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最终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碳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 

5．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低碳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节能减排。发展低 

碳经济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节能减 

排，建设生态文明。节能减排要根据国家能源的基 

本特性，依靠科学技术进行。我国能源禀赋的特征 

是“富煤、少油和贫气”，这样的能源禀赋决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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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以煤为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导致以煤为燃料的中间转换装置效率低 

下，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比液体或气体燃料低。目前 

中国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32％，而发达国家现在已 

经达到 40％甚至 50％左右，我国比发达国家低近 

10个百分点。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能耗 

高的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代价：以煤为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导致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 

主，其中二氧化碳占较大比例。因此，发展低碳经 

济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新能 

源，加快建立生态能源体系的步伐，从根本上切断 

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 

6．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低碳经济就是要权衡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 

系，最终实现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优化、人 

民生活福祉最大。碳排放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 

标识，已构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硬约束。正确处理碳 

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大的 

理论问题，低碳经济的提出还是根源于该问题的解 

决。从数学上衡量低碳的标准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但 

是可以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测度。第 
一

，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不及经济增长速度；第二，碳 

排放量零增长；第三，碳排放的绝对量在下降；第四， 

零碳排放。这四种情况可以说都是低碳化的表现， 

只不过程度不同。第一种情况是一般情况，第三种 

情况是最理想的状态。无论哪一种情况，经济增长 

速度必须保持为正，这样才能符合发展的本意。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低碳经济的理论 内涵十分丰富，相 

关内容构成了低碳经济不可或缺的内涵体系。从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随着经济发展，碳 

排放会出现倒 U型的变化规律，最终会进入经济发 

展与碳排放绝对量减少的双赢阶段，也就是“绝对 

脱钩”阶段。另外，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的收敛性 

规律也需要认真把握。发展低碳经济的是企业，通 

过主体企业，重点在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技术 

等方面做好文章。根据各个地区具体情况，要不断 

培育低碳型产业和区域发展模式；根据产业发展规 

律，找出低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和规 

律，制定合适的低碳产业发展规划；同时，也要做好 

低碳园区和城市的发展规划，构建低碳园区和低碳 

城市的发展模式。通过节能减排，找出发展低碳经 

济的优化路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新能源产 

业，提高能源效率，从根源上探索发展低碳经济的 

路径选择。最后，低碳经济的发展 目标是能效提 

高、生态环境优化、人们的福利水平提高。所以，低 

碳经济虽然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能源经济侧重 

点不同，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重要 

的具体化的内容。 

因此，本文认为，低碳经济是在能源危机和气 

候危机下的“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和低污染”四 

位一体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是通过构建低碳型 

产业发展模式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发展低碳企 

业和低碳产业、低碳园区和低碳城市，实现经济增 

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发展，最终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 

的科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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