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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持续发展, 实现全球生态安全
P ro m otin g su stain ab le d eveloP m en t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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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建坤

党的 十八大 突出了生态文明建

设 ,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 经济社会与资

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向绿色 低碳路径转型 , 应成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着力点 , 从

而在全球低碳发展的潮流中争取主动 占

据优势 , 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建设生态文明 , 实现低碳发展 , 是我国

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生态安全两

个大局的战略抉择

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日趋

强化的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 资源依赖

型 粗放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 而且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中也面

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 我国不可能再沿

袭发达国家走传统的以高资源消费为支撑

的高碳发展模式 , 必须探索新型的以技术

创新为支撑的绿色 低碳发展模式 这既

是应对全球生态安全挑战和国际合作行动

的根本途径 , 也是国内突破资源环境日趋

强化的瓶颈性制约 ,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

在需求 要将二者紧密结合, 发挥协同效

应 , 统筹应对

从国内看 ,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 快速增长的

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 则是造成当前局

面的主要原因 r 虽然我国在节能减排方

面已付出巨大努力 , 并取得显著成效 ,

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 能源消费和

C O 分非放总量大 增长快的趋势仍难以

改变 从 19 90 到2 0 1 1年 , 我国G O p

增长8 .0倍 , 单位G O p 的能源强度下降

56% , C 0 2强度下降58 % , 而同期发达

国家G O 尸的C O ,强度下降的幅度只有约

3 5% , 世界平均水平约js % 但同期我

国C O Z排放总量也增长到3 .4倍 , 而世界

只增长约5 0 % 2 0 州 年我国煤炭产量

已达35亿吨 , 超出了科学产能的供应能

力 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6 % , 超出了

美国石油进口的比例 能源总消费量达

34 .78亿lee , 占世界的19 .8% , 而我国

G O p总量只占世界10.5% , 单位G O 尸能

耗是发达国家的3 一4倍 , 我国实现低碳

发展的任务比发达国家更为艰巨

我国201 1年化石能源消费的C O Z排

放接近全球的 , /4 , 人均C O Z排放达5 .8

吨 , 已接近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 , 而且每

年新增长的排放量占全球增量的一半以

上 由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常规

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得到根

本遏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走上科

技创新型 内涵提高的绿色低碳发展路

径 , 既是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变革

趋势 , 也是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

约 保障能源供给安全 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

从国际看 , 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 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 , 全球生态安全受到严峻挑战 当

前以高资源消费和高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

文明的发展模式也已难以为继 , 全球正在

兴起向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生态文明发展

模已阵专变的趋势和潮流

20 09 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就全球

温升不超过2 目标达成共识 , 而根据当

前各国的减排承诺 , 到2020 年的排放路

径与实现2 目标路径之间的减排缺口仍

高达50 一100 亿吨C O Z 20 12年底多哈

气候大会通过 京都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

同时 , 开启 德班平台 的谈判 , 将确

定2 020 年后全球增强减排力度的制度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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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及202 0年前各国增强减排力度的安

排 我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地位突出 , 将受

到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

去年6月召开的 里约+2 0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 , 其主题是 在可持续发

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 , 体

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会议

强调以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 , 统筹可持续

发展的三个层面 , 即经济发展 社会进

步 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 在可持续发展

框架下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

安全的挑战 并呼吁世界各国采取雄心勃

勃的紧急行动 , 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 ,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领域 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 , 已成

为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

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全喇氏碳发展潮流将引发世界经济社

会的巨大变革 , 低碳发展已成为一个国家

和地区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所以 ,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 , 已

成为我国统筹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 ,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 , 保护全球气候和生态安全

的根本性战略载昔

能源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所谓 第三次工业

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标

志 , 推动了工业生产机械化和铁路运输,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 ,

推动了工业生产集约化和自动化 , 以及汽

车 飞机等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 第一

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本质上都是能源生产

和消费的革命 , 动力的革命极大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 ,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也创造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推动了生产

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但前两

次工业革命都以无节制消乖别也球的矿产资

源和煤炭 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代价:耀少 -

数国家以全球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最为熏

撑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发达国家娜蜘翻-

型的生产方式和过度奢侈晰肖费方式,面

时也过多地消耗了地球有娘舞蔚q过缪占

用了全球环境容量空间, 当前数鹿耀醚

国家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国翱知业髓卿

代化进程中, 已不具备发达国隶蜘嗽跪

程中全球的资源条件年嘛境容绪, 肺嚼

再i台袭发达国家以高资源消细口剔卿黝

为支撑的发展路径 当前全珠日益翱夔

对气候变什拜口保护生态安拿的形势, 舞鞋

国家必须改变其当前固有的当啼耀翻看

式,由工业文明逐步过渡到龚态熏明 .苗
此也催生了当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二夺蟾

次工业革命在扁定意灶翱治甸工赎
明下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革命如是对到瞬

明本身的革命 一伙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拳现熟磷

蒸汽电力黔等二次幽称驹形缺 ;
革和动力产生与利用方式的拿命耘礴曝

次工业革命则表现为一次锄胜洲躺塞

方式的革命, 是以可持续的娜瞬能瞳潜

代逐渐耗竭的化石育跳眺禅翰 , 闻日蝎 以

信息心日智能化大幅度提高脚蜘卿卿
源节约的革命 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自铸都

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迫求社会麟纽

或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 但也带来地球化右

能源资源的日趋耗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

害的后果,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再是以追

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 , 而是追求人与自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是建设生

态文明 实现低碳发展 的重要支柱和

突破口

十八大 报告中把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没有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根本性变革 , 国内

就无法破解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资源约束

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尖

锐矛盾 , 全球也无法实现减缓CO 之州澈 ,

保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长期目标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酝酿以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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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由无节制消费地球有限资源为支撑的

生产模式转向节约型 循环型和可再生型

的生产方式 , 由鼓励奢侈消费和过度物质

享受的福利最大化的消费理念转变为适度

消费 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

康消费理念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 , 需要大

力推动先进能源技术创新 , 需要在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核心技术上有革命性的

突破 , 使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发生根本性

改革 , 在大幅度提高能效的同时 , 建立并

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

系 , 使经济社会发展不再依赖地球的固有

资源 , 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保持在环境容

量允许范围内 , 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 必将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消费方式的转

变 ,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低碳转型

这也是我国顺应世界低碳发展潮流 , 打造

先洲 氏碳技术 低碳产业和低碳发展方式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和重要举措

制定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中长期

战略 , 进行超前部署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 实现低碳

发展 , 我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紧迫和更为

艰巨的任务 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

达国家 , 其经济处于内涵式增长 , 能源消

费基本趋于稳定

与之相比 , 我国则处于工业化城市

化快速发展阶段 , 未来二 三十年内基

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 , 能源消费

还会持续合理增长 , 能源总消费比2 01 0

年还会有倍增的需求 20 10年我国能源

总消费量32.5亿tc e , 按国内研究成果 ,

2030年即将达60似 ce 左右 , 其后一定时

期仍会持续缓慢增长 虽然能源总需求量

比2 0 10年倍增后人均能耗 (约4 .3tC e )

仍低于欧盟20 10年 (4. gt ce/ 人 ) 日本

(56t ee/人 )和美国 (1OZ tee/人 )的水

平 , 但能源总量增长的数量惊人 , 增长量

亦相当于当前欧盟和日本能源总消费量之

和 (3 1.6亿士ce )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 , 就需要

以新的战略高度和全球视角来研究和审视

我国的能源战略和规划 , 要改变传统能源

战略以保障能源供应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

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引导和调控能源

需求 , 能源战略要支撑国家中长期向绿色

低碳发展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首先要强化节能优先 , 提高能效 , 引

导和调控能源需求 ,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

C O Z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是实现低

碳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首先要改变过度

依赖增加投资 以重化工业产能扩张为主

要驱动力的发展方式 投资的快速增长刺

激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扩张 , 拉动高

耗能产业快速发展 , 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和G O P能源强度的下降 因此要改变盲

目追求G D p的增长数量和粗放扩张的发

展方式 , 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 适当控制G O P增速 , 既可降低

对能源总量需求的增长 , 又有利于促进产

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到2 030年左右 ,

我国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基本完成

(城市化率约65% 一7 0% ) , 经济发展

将趋于内涵式提高 , 增速放缓 , 能源消

费增长缓慢 , 届时新增能源需求可由发

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 , 化石能源

消费趋于稳定并开始有所下降 , C O Z排放

可达到峰值 届时非化石能源比重已达

20 一2 5% , 且以年均8 一10 % 增速下 ,

能源需求的增长可基本依靠发展非化石能

源满足 峰值时的C O Z排放量争取控制在

100一110亿吨, 比20 10年的排放量 (约

73亿吨 ) 的增长幅度控制在5 0% 以下的

范围内 当然这关键取决于我国是否能顺

利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 的目

标 , 到本世纪末全球要实现C O ,的近零排

放 , 除要努力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方式

外, 核心是要建立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为主体的能源结构 , 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

化

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过大 , 长期

占70 % 左右 , 而发达国家煤炭的比重不

足3 0% , 我国特有的能源结构使单位能源

消费的C O :排放比发达国家高 j/4 左右

我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也提出到202 0年

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从2 0 05 年6 .8 % 提高

到15% , 年均增长率超过 10 % , 届时水

电装机将达3 一3 .5亿千瓦 , 风电装机达

1.5 一2 . 亿干瓦 , 太阳能发电50 00万干

瓦 , 生物质发电3 00 0万干瓦 在保证安

全的基础 , 核能仍将稳步高效发展 , 届时

运行装机将接近6 00 0万千瓦 , 非化石能

源的年总供应量将达约7. 5似 ce , 相当于

2 0 10年日本能源消费总量或德国加英国

的能源消费总量 , 成为有效抵消化石能源

增长的瞥 弋能源 力争为本世纪下半刀,健

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

能源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 , 需要先进能源

技术创新作为支撑 先进能源技术的发展

和产业化的周期长 , 投资大 , 往往需要几

十年时间才能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 , 技术

成熟且成本上具有竞争力 而且能源基础

设施建成后 , 其寿命长达30 一5 0年 , 具

有 技术锁定 效应 在当前和今后能源

需求较快增长的情景下 , 当前加强先洲 氏

碳能源技术研发力度和产业化步伐 , 可避

免传统高碳技术的无节制的扩张和高排放

的特征的长期存在 因此 , 需要制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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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的长期能源技术创新战略 , 以前

瞻性眼光进行超前部署

研究并确立低碳发展的分阶段目标, 形

成 倒逼 机制

我国地域广大 , 经济发展不平衡 ,

要根据国家总体发展阶段和各地区的发

展水平 , 统筹近期和长远 , 全国和地方

国内和国际 , 确立积极的分阶段低碳发展

目标 , 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倒

逼 机制

我国要实现C O Z排放达峰值的目标 ,

首先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的C O Z排放要率

先达到峰值 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城

市人均G O p已超过10000美元 , 人均C 0 2

排放也大都在10吨左右 , 已退至U欧盟人均

C O 川卜放峰值时的水平 同时东部治海地

区也具有转变发展方式 , 调整产业结构的

优势条件 在国家低碳城市建设试点中 ,

部分东部沿海城市已制定了到2020年左

右C O Z排放达峰值的目标 , 并制定了相应

政策和措施

就全国而言 , C O 之州撇 达峰值首先要

工业部门的CO 州卜放达到峰值 发达国家

上世纪7 0年代初基本完成工业化阶段 ,

总能耗增长缓慢并逐渐趋于稳定 , 其中工

业部门的能耗则开始待续下降, 而交通和

建筑部门的能耗仍会持续上升 O E C O

的34 个国家 , 从1973 一2009年工业终端

能耗下降了2 3. 5% , 而交通部门的终端能

耗则上升68.6% , 建筑部门终端能耗上

升36. 9% 当蒯 七京市和上海市工业部门

的终端能源消费里也已趋于稳定并开始皇

现下降趋势 我国当前工业部门能耗占全

国总能耗的70% , 到2 020年前后 , 随工

业化阶段基本实现 , 高耗能产品的产最将

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 工业部门的能潦肖

耗也要尽快趋于稳定 , 交通 建筑部门能

耗的增长也会趋缓 , 其新增能源的需求可

主要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 , 使

化石能演的消费量尽快趋于稳定 , 从而使

C O Z扫澈 达到峰值

我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了

到20 20年单位G D P的C O Z强度比20 05

年下降4 0 一4 5 % 的 自主减排 目标

十一五 期间已实现G O p能源强度下

降19 ., % , C O ,强度下降21 % 的业绩 ,

缓慢持续增长的时期后才能达到峰值 ,

但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 C q 扫做

可达到峰值 , 但也需经过一个稳定的平

台期后 , 才有可能持续较快地下降 全球

到2050年要实现比199 0年祠训防0% 的目

标 , 我国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为实现上述目标 , 需要强有力函储

律和政策保障体系为澎彝落一馨前襄巷咱

+ 二五 又制定GOp的能源强度下降 能源产刷

硕麟嘿
转变 具体可考虑:

2 01 5年左右, 在东部发达地区人均

G Op超过10000美元且人均C0 2排放达

10吨左右的城市, 其工业部门C O渊滚馨

争取达到峰值, 并确立本地区能源消戴鸽

量和C Q之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杭 全国实行

G O p的能源强度和C 0 2弼度下降约束性

目标

2 020年左右 , 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
l

的C O泛扫澈应达峰值 全国实行G口户的

C O 主强度与C O 之排放总量的双控目标 , 主

要高耗能产品的产簧争取达到峰值,

2能6年左右 , 全国工业部门的C O Z

抖沈攻盔U峰值 , 并实施C O Z扫做总量控制

目标

2 030 年左右 , 全国C O 渊卜放达到峰

值 峰值扫娜嗯牲制在100 一11 伽么吨, 增

长量不超过201 0年排放量的50% , 人均

CO 州傲不超过8吨 , 低于欧盟 日本等

发达国家峰值时的人均排放量

2 03 0年之后 , 能源需求量尚需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