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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新气候经济
执行摘要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扩展人类的自由并为当代及未来提供一个更好、更安全以及更清洁

的地球。因此经济增长仅是通向发展的路径，而不是发展的同义词。

世界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虽然在未来的十五年，全球经济有继续增长 50%

的潜力，但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和气候变化风险正在显现，为经济增长的

长期前景投下了阴影。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国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潜力，因而中国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更甚于其他的国家。

在长达 30 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经济

发展速度正在放缓，最近 2012 和 2013

年 GDP 增长速度在 7.7% 左右，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增速。对中

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争论从未停止并且将

继续持续。我们的分析表明过去三十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于资本投

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未来由于投资回报

率的降低，投资拉动的高经济增长趋势

将不可持续，而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

经济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大

气污染在中国东部地区日益加剧，已成

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

颈。中国大气污染的突出特点是高浓度

颗粒物污染，导致大气灰霾事件在许多

地区频繁出现。其中又以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大气污染最为严重。我们的研究

显示，煤炭是中国 PM2.5 的重要排放源，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污染区域，

煤炭的贡献在 50~70% 之间。我们的研

中国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在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和

应对气候变化三个领域同时面临世界上最严峻的

挑战。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国面临着一系列重要

的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将塑造中国的未来，也

将塑造世界的未来。中国有机会在 2030 年前跻

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成为全球 GDP 总量最

大的经济体，但需要在未来 20 年实现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机

会主导世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引领世

界能源的未来，但需要实现能源体系的重大变革，

建立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与消费

体系；中国有机会在全球低碳发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产业链上游移动，但需

要进一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气候变化带来

的风险；中国有机会以环境改善优化经济增长，

但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提高环境质量。

意识到经济、能源及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

系，本报告就未来十五年中国如何综合和集成这

些领域的政策目标，通过清晰、一致和渐进提高

的政策工具，实现向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转型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我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制定中长期的 CO2 减排目

标，并以此为导向，构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

转变和加速节能减碳的 “倒逼” 机制。报告着重

分析了如下情景，其中中国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

将在 2030 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

2030 年单位 GDP 的排放强度将比 2010 年降低

约 58%。实现该情景需要中国采取进一步的结构

调整、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在这一加速努力情景下，中国可以有效的平衡经

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质量的多重目标，实现

多个政策目标的同步改善。报告的分析表明，在

这一情景下，中国将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

进口能源的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

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

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

数城市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实现空气质量的全

面提升。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这一低碳目标对

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可以控制在 GDP 的 1%

环境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和城市化的中

期，能源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近年

来中国通过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

努力提高能源生产率，但由于经济的高

速增长，目前中国的能源供应仍高度依

赖化石能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生产国，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化

石能源进口国。即使中国保持目前的节

能政策力度，在这一持续减排情景下，

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也将全面超过供应

能源

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增长的

前景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能否通过技术进

步及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资源约束

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在乐观的情景

下，中国经济虽然仍将回落，但可在近

期维持 7‐8% 的增速，并在 2030 年回落

至 5%。如果中国不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提

高生产率有效应对资源约束的负面影响，

则中国也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的 “中等

收入陷阱”。

能力，到 2030 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

达到 75%，天然气将超过 40%，煤炭也

将大幅超出安全高效的科学产能，对能

源供应和能源安全形成巨大压力。与其

他发达国家经济体相比，以化石能源为

主的能源结构及居高不下的第二产业比

重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更易受到能源价格

变动的冲击，大约构成中国 20%GDP 的

经济部门极易受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

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数倍。

究表明，如果中国保持目前节能减排和

环保政策的力度，到 2030 年，除珠三

角能基本能够实现空气质量全面达标外，

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城市依然难

以达标。而即便采取最为严格的末端处

理措施，在不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力度

的情况下，到 2030 年仍然有接近半数

的城市存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风险。能

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这些地区空气

质量难以达标的主要原因。

之内。并且如果考虑到降低空气污染的协同效益，

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并不会一蹴而就，我们建议以

渐进增强的方式引入这一目标，实现向绿色低碳

发展路径的平稳过渡。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

型，我们建议在产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

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

步扩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所有地区的全经济范围

的总量减排目标。为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我

们建议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

量应在 2020 年之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

下降。这一渐进增强的建议也适用于碳价政策。

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

境成本，逐步建立起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引导投资向低碳基础设施倾

斜，通过竞争性的市场鼓励企业投资于低碳技术，

激发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的政策实践表明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

应对气候变化才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未来

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必须为世界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

遇，在各国之间分享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国

际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提高区域环境质量的共赢。

未来中国可以证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目标可以同步实

现。我们可以期待越来越多的人民在繁荣的城市

中享受一流的教育、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空

气质量和人体健康。这不仅是中国梦。也将成为

世界梦，中国将带领着世界一同展开新气候经济

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