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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发布

将低碳发展纳入地方顶层设计

谢方

2013-1-11 15:38:40  来源：2013年0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记者谢方）1月10日，《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发布会暨第三届中国低碳发展论坛在清华大学召

开。专家认为，低碳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应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 

  创始于2010年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是我国首部综合性、专业性、原创性的低碳发展研究报告，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

中心编写，旨在为中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和帮助，并对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执行和制度

创新进行全面评估、分析与总结。 

  低碳经济建设形势较为严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中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会上表示，当前，加强绿色、低碳经济的发

展已成国际共识，各国都依照自己的国情探索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对于我国低碳发展现状，苏伟说，从国内来看，由于之前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目前建设低碳经济的形势较为严峻；从国际层面看，各国对我国低碳发展预期有所提高。因此，我国应

继续坚持并加强低碳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负责，亦是对全人类负责。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认为，低碳发展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

要特征，而低碳发展模式也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迫切

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何建坤说，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柱和突破口，意味着能源

领域颠覆性技术的重大突破和能源供需系统的根本性变革。 

  低碳发展制度创新成效显著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3）》指出，“十一五”以来，我国节能监管和政策执行体系发生了变革。节能目标责任制的建立

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专业工业管理部门为执行主体的“条”型架构政策执行体系，转变为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执行主体的

“块”型体系。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节能监管体系中最为重大的结构性变革，也是近年来中国低碳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制度创新。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中国在低碳发展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上，态度认真、行动积极、成效显著，在

政治共识和领导力方面为世界作出表率。然而，由于发展阶段、技术基础和体制机制的限制，中国的低碳发展仍任重道远。在可

预期的未来，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将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高碳增长的关键因素，值得特别关注。” 

  通过试点探索低碳发展途径 



  由于当前尚未找到协调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案，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地方试点探索新的低碳发展政策和制度。 

  专家认为，试点是中国低碳发展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关键途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领导优势、规划优势、执行优势和资源优

势，推动了低碳试点工作的发展。两年来，低碳试点在能力建设、低碳发展手段、低碳内涵等方面确实做了大量探索。然而，目

前各试点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各方对低碳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局限甚至误区，致使低碳发展目标还不

够明确，低碳发展重点和特色不突出，因此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不断加强对低碳发展的认同。 

  专家认为，中央层面需加强对低碳试点地区的支持，包括提供资金、出台优惠政策、组织开展培训与讨论，对地方结合实际

的低碳探索进行有益指导，并适当扩大试点规模以提高示范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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