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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发展低碳经济是江西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何文靓

【摘 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和发

展带来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江西省作为中国欠发达地区怎样实践这一符合国际价值理念和趋势的经济发展

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介绍低碳经济模式的内涵，然后分析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

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就江西省如何根据自身状况实现低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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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如何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 年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到今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都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列为主题。在世界各国都积极朝向低碳经济迈

进的同时，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亦具备内外驱动力。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还有利于化解减排的国际压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目前，低碳经济的研究和试验在国内一些地方已开始启动，作为

欠发达的江西省也将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并将其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低碳经济：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英国是全球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

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于是在 2003 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正式提出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

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能源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

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

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在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

类自身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识，是由高耗能、粗放型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到绿色的可持续生

产方式的调整。

(二)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指出，中国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载

力的 15%，中国消耗的资源已超过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为国际市场提

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的同时亦陷入了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发展难以为继的困境，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

中国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低碳经济是兼顾了“低碳”和“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

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和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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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发展低碳经济是符合适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既需要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

实现经济转型，又需要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发展低碳能源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

社会消费模式、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挑战

作为中国欠发达的省份，江西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该省的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都十分贫乏，

人均能源储量原煤约 33.5 吨，只有中国人均储量的 1/3；人均能源消费量只有全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 1/2。其次，该省的能源

生产结构长期过度依赖煤炭，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扩大。全省原煤生产量在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高，而水电这种清

洁型能源比重不断缩小，能源供应过度依赖煤炭，将会使环境和运输不堪其负。最后，该省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快速上升的通

道，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换句话说，该省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较大的能源供应量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

(二)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

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发展低碳经济所具备的独特优势。首先，江西省率先编写了国内首个

省级低碳经济发展的白皮书——《江西省低碳经济社会发展纲要》，该纲要阐述了江西低碳经济发展区域布局的思路，着眼打

造低碳农业产业群、低碳工业产业群以及现代旅游产业群，发挥南昌示范城市的带动作用，推行以生态保护、低碳产业为主导

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发展低碳经济与该省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构想不谋而合。2008 年，江西省提出打造“鄱阳湖生

态经济试验区”的理念，构想以鄱阳湖为核心，以环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致力于把环鄱阳湖地区建设为全省生态文明示范区、

新型产业集聚区、改革开放前沿区、城乡协调先行区和江西崛起带动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实验区”与节能减排，实现低

污染、低排放、可循环、高产出的低碳经济是一致的。最后，江西良好的生态优势为江西省成为低碳经济天然实验场提供了现

实条件。目前，江西生态示范区的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 57.3%；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0.05%，位居全国第二位；依托丰富的森林

生态资源，建有 99个森林公园，其中国家级 39 个，居全国第一位；拥有自然保护区 156 个，其中国家级 8个，列全国第二位。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整个水系流域面积 16.22 万平方公里，约占江西省总面积的 97%。省内主要河流水质良好，一到三类

水质达到 77%。这些都为江西发展低碳与生态经济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江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要求很高，为了统筹全省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制定全省低碳经济

发展战略和规划。首先，将低碳经济纳入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总体安排部署。其次，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江

西省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再次制定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并作为全省国民经济规划中的引导指标。最后，制定重

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向低碳转型。

(二)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

正如深圳等沿海城市成为改革开放的试点特区一样，低碳经济也需要一些有条件的地区作为发展模式转型的试金石。可以

考虑按照不同地区特点选择试点区。比如，作为全国唯一低碳试点省会城市南昌市将打造三大低碳经济的示范区，趁势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其中拟将红谷滩新区打造成生态居住和服务业中心区，拟将高新开发区将以打造成生态高科技园，拟将

湾里区将打造成生态园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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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倡导产业低碳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该省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把握低碳经济的先行主动权，构建低碳

经济产业体系，力图使一批符合绿色发展潮流的产业群(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LED 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等)迅速壮大，成为江西

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有效限制工业制造、建筑和交通运输等高碳行业的能源消耗，逐步开拓出一条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新兴发展之路。

(四)加大低碳经济宣传力度，倡导生活方式低碳化

为使广大公众了解低碳经济发展的益处，要充分需要利用电视、报纸、影像等各种媒介，宣传普及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

知识，让公众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自觉形成低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比如，在家庭推广使用

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从各个环节上做到“节能减排”，有效降低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鼓励大中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和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如轻轨和地铁系统；限制城市私家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比如实施单双号限行等。

(五)坚持两条腿走路，积极构建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大力支持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

该省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力求从政策机制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推动低碳经济转型。一是在政策机制方面，开征碳税和推

行碳交易。碳税的税率由能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决定，因此对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发展有明显作用。省相关部门应密切协作，

调整税收政策，建立适应省情的支持低碳经济的税收体系。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促进各地区、各单位之间利益均衡、提高减排效

率有重要作用。二是大力支持技术创新，促进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要为各种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展示项目提供充分的资

金支持，尝试设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等切实保证发展低碳的资金需求。整合现有的低碳技术，通过技术交易等手段，促进其迅

速推广和应用，鼓励企业开发应用低碳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即要加大与国际社会尤其

是低碳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从发达国家引入成熟的技术，提升引进消化和再创新能力，加强自主创新，

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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