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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耕文

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文明发展形

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这从战略高度指明了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直指生态文明。

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制度措

施，“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得

到确认，低碳转型成为了中国的顶层设

计。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可以从对大自

然的认识角度探寻脉络，从农耕文明到

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人们对大自

然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性。农耕文明时

代强调敬畏自然，强调“天人合一”。

工业文明的行为准则是驯服自然，榨取

自然界的一切为人类文明服务，这也产

生了人类无穷的欲望与自然界有限的资

源与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到了生态文

明阶段，人们追求的是在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条件下，实现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

当前阶段，我们正处于由工业文

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时期，所以两种文

明的发展范式在我们身边都能找到例

子。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以功利主义为

基础，以技术革命为动力机制，追求利

润最大化和财富的积累，它的发展是没

有边界、没有刚性约束的，生产方式是

线性的，遵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

式。在这个阶段，社会的能源基础为化

石能源。一旦进入生态文明，发展范式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的最大本钱，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

优势、发展优势，人类进入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即进入了生态文明阶

段。建设生态文明可以让城市，更加智慧、更具竞争力。

摆脱工业文明的高碳标志
 文·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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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冲突与矛盾。

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的脚步，需要从转变理念开

始。其实，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非常值得深

入学习与体会，它很好地诠释了向生态

文明的过渡的不同认识阶段。在第一个

阶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

强调只要经济发展，就无需去过多考虑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了资源约束趋

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

重问题，在第二个阶段，“既要金山银

山也要绿水青山”，人们开始注意到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保护措

施，但还只是就生态谈生态，并没有从

全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到第三个阶

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

意识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发展

的最大本钱，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人类进入了一种更高的

境界，即进入了生态文明阶段。

中国有强烈的碳减排愿望
生态文明不是简单地对工业文明进

会完全不同，人类所追求的将是社会公

正与生态公正，最终目标是可持续的社

会繁荣，强调和谐与创新的驱动作用，

进行生产时能够意识到面临的资源和环

境约束，因此生产方式以循环经济为

主，消费模式也会向适度、低碳、健康

等维度靠拢。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的

能源基础转向了可再生能源。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是如此之不

同，以至于在现今这个处于转型期的时

代里，人类社会在伦理基础、价值来

源、目标、动力机制等各个方面存在诸

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

降60%～65%，这是中

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最

核心目标。

>>  2015年12月12日，山东省日照市，一企业的大烟囱正冒着滚滚的白烟，白烟在空中凝聚，就像一大朵

云彩一样，将太阳的光遮住，许多网友戏称该工厂是“造云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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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驱动力。

在资源消耗方面，中国目前的国内

生产总值约占全球10%，但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约占全球的20%，居世界第一；

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60%。无论是基

于能效角度，还是基于能源安全问题，

都要求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保护环境可能是四个行动共识中与

人们日常生活贴得最近的一个，北京市

的雾霾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在环境污

染已经成为全民公敌的情况下，它也必

然成为了中国向低碳经济、环境友好型

社会转型的驱动力。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最

后一个行动共识是，它可以让产业更加

具有竞争力。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全球

一共经历了六次创新浪潮。每一次创新

浪潮中，哪个国家在核心竞争领域占据

了制高点，它就会在随后的全球经济中

处在领先地位。进入21世纪，竞争的焦

点和主战场已经转移到资源集约利用、

绿色化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了在

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中国工业

向低碳转型是必然趋势。

以城市为主线促进低碳发展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城镇化是一

个核心话题。麦肯锡曾经发布预告称，

到2025年，中国将有70%的人生活在

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里面。城镇化速

度之快，转移人口之多，都是前所未有

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城市为主线促进

低碳发展，显得尤为而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

中国城镇化采用的是粗放外延的模式，

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资源环境代

价大，不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在中国，

很多建筑物修建后不到30年就被拆除重

建，造成了非常大的资源浪费。数据显

示，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在三年

间年耗的水泥量比美国过去一百年的消

耗量还多。目前，上海、北京、天津等

城市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城市

当中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中国的城

市发展与低碳还相去甚远。

在未来，如何避免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被高碳锁定是中国必须关注并解决的

问题。

政府方面已经展开了相关尝试，采

用顶层设计与试点示范相结合的模式解

决相应问题。2010年和2012年，国家

发改委分两批组织开展了42个低碳试点

省区和城市。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低碳发展理

念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型、管理模式

的变革、发展机制的创新和发展能力的

提升等方面。

下一步，政府部门将在进一步加强

城市间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政策措施联

动、减排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与共享方面

进行更多努力。这将有利于现有节能减

排技术的推广，促进技术和城市管理模

式创新，让各个城市更好地承担起它们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推动在国家

层面甚至全球层面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

综合性战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

行否定或者替代，而是利用新的理念和

原则对工业文明进行整体改造和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的是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实现

路径上，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

其中，低碳发展至关重要。低碳经

济理念的产生，是基于一种后工业社会的

假设，碳排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指

标之一，追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

钩。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主要任

务，就是要消除工业文明的高碳标志。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中国有强

烈的意愿，多位国家领导人都曾作出过

降低碳强度的表态。在刚刚结束的巴黎

气候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郑重地向

全世界作出承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

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

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这是中

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最核心目标。

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行动共识主

要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防范气

侯风险；第二；节约资源，第三，保护

环境；第四；提升低碳竞争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发布的报告显示，人类活动导致

了近60年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

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正有负，但以

负面影响为主。就全局而言，避免走到

全球气候到达发生灾变的临界点已成为

有历史眼光和责任心的人们必须担当起

来的使命，也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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