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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各国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
这个减排指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被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本报告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核算了主要减
排途径的碳减排潜力，提出了至2020年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路线图。
    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能源消耗取决于3个基本因素：消费、出口和投资。
此外，与耗能相关的技术、管理和节约意识等，影响着能源使用的效率，从而也影响到能源消耗量。
从产生碳排放的角度来看，一次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决定着单位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强度
。
根据以上考虑，本报告主要从两大领域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即降低能源消耗量和优化一次能源
结构，并且主要关注那些在宏观上可以调控的减排途径。
前者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技术节能、建筑节能、道路交通节能等；后者主要是指发展非化石能源
。
在这些方面，国家可以出台硬指标或约束性指标来推动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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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投入产出联系的影响，直接排放不能反映最终需求导致的碳排放。
通过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各部门的完全碳排放量，即最终使用的碳排放量。
2005年，建筑业和机电行业以及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文教体卫、科研机关、公共管理等
其他服务业）是主要的完全排放部门，其完全排放量分别占当年我国排放总量的25.1％、25.4％和13.7
9／6。
建筑业的完全排放主要是由国内投资引起的，机电行业的完全排放则主要是由出口和国内投资活动引
起的，服务业的完全排放则主要是由国内消费引起的。
　　根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还可以计算出不同部门的碳排放敏感度。
2005年，我国碳排放敏感度最高的行业是机电工业和建筑业。
机电工业的产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碳排放总量增加0.254个百分点；其中机电工业出口每增加一
个百分点，我国碳排放量增加0.145个百分点。
建筑业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0.211个百分点。
二、影响我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减排潜力　　1.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强
度与产业结构水平之间存在一条倒“U”字型的曲线。
按照一般规律，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导致碳排放总量和强度都呈上升趋势；在工业化
中期，虽然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原材料部门的快速增长导致碳排放总量继续上升，但是由于第
三产业比重上升，碳排放强度呈现比较稳定甚至下降的状态；工业化后期，原材料工业发展达到高峰
，工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导致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
　　虽然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基本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在2002～2005年，我国的碳
排放强度出现反弹性上升。
这与加入WTO后我国经历的新一轮重工业化密切相关。
2002年以来，受出口高速增长的带动，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部门迅速扩张，占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由2002年的22.8％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24.6％。
而第三产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
　　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
境成本。
以2007年为例，出口活动产生的增加值仅占我国GDP的27％，但产生的完全碳排放量却占全国的34％
。
如果不能尽快转变这种发展模式的话，其他减排途径的效果会随着低端产品的出口而漏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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