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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低碳工业化 



主要内容 

• 一、全球工业化进程与影响 
 

•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三、中国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推进低碳工业化的必
要性 



一、全球工业化进程与影响 

• 1.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 19世纪从英国开端、在美国深化的工业

化，使人类进入史上发展最快时期，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极大提高了工业化国
家的发展水平，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 左图，全球GDP（百万国际元）右图，主要国家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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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国家依赖化石能源完成了传统工业化 

 
• 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相伴而生。以大规模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

动力革命与以机械化连续化大批量工业生产相匹配。在以英美为代表
的第一轮工业化过程中，煤炭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上升了40个百
分点，石油上升了15个百分点。 

 

 英美工业化过程 



3.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影响较长时间才得到广泛的认识 



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主要区别 

传统工业化 
• 以物为中心、追求物质生

产与享受的工业文明 
• 过度生产与过高消费 
• 破坏生态环境 
• 不均衡发展 
• 以化石能源为基础 

新型工业化 
• 以人为中心，寻求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 
• 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与

消费 
• 环境友好、保护生态 
• 均衡发展 
• 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基础 



传统工业化与低碳工业化的区别 
 

• 传统工业化：基于化石
能源的经济发展。 
 

    度量标准：人均GDP、第
三产业占比等 

 
    传统工业化水平世界各

国存在较大差距。 

• 低碳工业化：以清洁可再
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
的工业化。 

 
    度量标准：人均CO2，低

碳能源占比等。 
 
    世界各国低碳工业化基

本都处于起步阶段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来看，低碳工业化的差距
远远小于传统工业化。加快发展低碳工业化，也是发展中
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传统工业化与低碳工业化的测度 
 

传统工业化水平 低碳工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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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两大障碍与难题 

 
• 1. 能源与资源成本加大 
• 资源使用成本上升，廉价能源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 2.控制全球温升对化石能源消费形成限制 
• 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能源的过度使用和自

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所致。这些
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
硫等六类。表1给出了人类活动对一些温室气体变化的影响。 

• 科学家预计，如果人类想要避免温度上升2度，只能把排放到大气中的累计二氧化碳数量
控制在3.2万亿吨以内。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向大气排放了大约2万亿吨的二氧化
碳，所以，按照科学家提出的控制标准，留给我们的额度只剩下1.2万吨。按照目前的增
长速度，人类会在20到30年内用光这个额度。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方向明：“七张图看懂碳排放的国际政治”， 2014-12-03 15:30:00 
注：原图二有误，应为1.2万亿吨CO2 



3.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带动了全球化，促进资本与劳动的流动

，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但同时也促进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的转移，加剧世界各国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等，以及失
业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乃至出现反全球化浪潮。 

第一次产
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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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启全球化、工业化新模式 

 
 
 
 
 
 

•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不重复地缘博弈的老路和

干涉他国内政，也不会输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
式，而是在绿色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商共建，共享成果，开创新型全球化模式。解决当
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地区发展不均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
不断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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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 

•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推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倡议，对全球
产生巨大影响。 

• 覆盖沿线国家人口总数超过48亿，占世界人口的63%，人口密
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5%以上。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的
50.8%，其中原油占41.1%，天然气为47.1%，煤炭占72.7%。 

• 该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0%,单位GDP能耗和
CO2  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左右，能源获取缺乏和能源
基础设施划落后。 

• 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上，输出什么
样的技术与理念，建造什么效率水平的基础设
施，直接影响全球绿色发展。 

• 中国只能输出先进技术，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 （一）全面服务“五通”，促进绿色发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 1.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保政策沟通，促进民心相通。 2.做好基础工作，优化

产能布局，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3.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环境质量保障。 
4.推进绿色贸易发展，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5.加强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促进绿色
金融体系发展。 

•  （二）加强绿色合作平台建设，提供全面支撑与服务 
• 1.加强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完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 2.加强生态环保标准与科技

创新合作，引领绿色发展。 3.推进环保信息共享和公开，提供综合信息支撑与保障。 
• （三）制定完善政策措施，加强政企统筹，保障实施效果 
•  1.加大对外援助支持力度，推动绿色项目落地实施。 2.强化企业行为绿色指引，鼓励

企业采取自愿性措施。 
• （四）发挥地方优势，加强能力建设，促进项目落地 
• 1.发挥区位优势，明确定位与合作方向。2.加大统筹协调和支持力度，加强环保能力建

设。 



“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分布、收入水平、工业化进程
差异较大，但绿色发展是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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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及其实践 

 
• 绿色发展理念：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

绿色发展理念既传承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又
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中国经济社会文艺等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绿色发展的思想在《“十五”

计划纲要》中开始体现，最初集中
在绿色食品生产、绿色消费方式建
立等，在后来的三个五年规划，绿
色发展的涉及的领域与范围越来越
广，地位越来越高。十三五规划明
确将绿色发展作为理念写入发展战
略、发展规划，绿色发展提高到前
所未有的国家发展理念的高度。 

•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指经济的绿色发
展，而且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
、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绿色发展，是
一个系统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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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 
• 指导思想： 
• 紧紧围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以传统工业绿色化

改造为重点，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法规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产业
，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建立
健全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走高效、清洁、
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五大绿色工程： 
 
 
 
 

 

能效提升
工程 

绿色清洁
生产推进
工程 

资源高效
循环利用
工程 

工业低碳
发展工程 

绿色制造
体系创建

工程 



 
• 大
力
推
进
能
效
提
升
，
加
快
实
现
节
约
发
展 

• 扎
实
推
进
清
洁
生
产，
大
幅
减
少
污
染
排
放 

 
• 加
强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
持
续
推
动
循
环
发
展 

 
• 削
减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
积
极
促
进
低
碳
转
型 

 
• 提
升
科
技
支
撑
能
力
，
促
进
绿
色
创
新
发
展 

 
• 加
快
构
建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
发
展
壮
大
绿
色
制
造
产
业 

 
• 充
分
发
挥
区
域
比
较
优
势，
推
进
工
业
绿
色
协
调
发
展 

 
• 实
施
绿
色
制
造+
互
联
网
，
提
升
工
业
绿
色
智
能
水
平 
 

 
• 着
力
强
化
标
准
引
领
约
束，
提
高
绿
色
发
展
基
础
能
力 

 
• 积
极
开
展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
促
进
工
业
绿
色
开
放
发
展 

工业绿色发展十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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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初步成效 



绿色发展的实践效果 
• 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城市空气状况趋于好转。 
• 2016年，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

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 
• 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平均浓度52微克/立方米

，比上年下降8.8%。 
• 海洋环境改善。近岸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

点占73.4%，比2012年提高4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16.3%，
比2012年下降7.6个百分点。 

•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服务业2016年提升至51.6%，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 
• 2013-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实际增长

9.4%和11.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9和3.8个百分点； 
• 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现价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达到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个百分点。 



中国目前尚未完成解决的问题与借鉴 

• 污染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但有望治理 
 
 
 

• 温室气体排放仍在增长，能源结构是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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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时（2050），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将比现在降低一半，
并且能够实现中国经济“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  

 
•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达到49.83亿吨标煤，可再生能

源占比15.8%,每万GDP能耗0.95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为
98.5亿吨。 
 

• 2030年达到55.3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占比26.4%，万元
GDP能耗0.74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90.8亿吨。 
 

• 2050年达到57.57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62.8%，万元GDP能
耗0.47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44.1亿吨。 
 

• 若按能源结构标准来衡量，205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消费量中的占比达到60%以上，完成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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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发展情景分析： 
能源转型是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
境问题的关键，能源转型可以实现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主要结论与建议 

• 能源转型能否成功是绿色发展的关键。不
仅中国如此， 全球也是如此。 
 

•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与注意能源
结构的优化，加快能源转型。 

• “一带一路”建设将改变由英美主导的全球化

模式，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绿色低碳工
业化是通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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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地看到，全球能源正在向清洁低碳能源方向转型，而且转型的速度超
过以往（见左上图）。 
在这次能源转型中，中国正在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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