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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系列是政府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低碳
发展状况的窗口，是决策者、研究人员、企业、投资人、读者的信息来源。

齐晔主编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是中国首部综合性、专业性、原创性的低碳发展研
究报告。
报告编辑委员会由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核心成员、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等组成。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经由19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
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资深专家深度审阅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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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委员。
1994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与森林学院（SUNY—ESF）及Syracuse大学博士。
1995年3月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其后在康奈尔大学理论中心任研究员，并于1996
至2003年，执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建立生态系统管理实验室。
2001年入选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特聘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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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如此，“十一五”期间的低碳发展成就仍具有指标意义。
这不仅在于“十一五”期间能耗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和大幅逆转，而且在控制高耗能行
业和产品的比重、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升级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低碳发展政策的体系和制度基础也在快速的建立与完善之中。
　　“十一五”中国低碳发展的成就也突出反映在新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上。
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的设备制造在技术、产能和出口几方面均大幅提高，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加。
新能源技术和建设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令世界刮目相看。
然而，必须指出尽管新能源设备的应用具有广阔的降碳潜力，但某些新能源设备制造过程本身需要耗
费大量化石能。
当“造”和“用”不相匹配时，其结果就会是我们用能源（和其他投入）换取了外汇，厂家得到经济
收益，国家增加了外汇盈余，全国付出环境成本。
从全局来看，孰重孰轻值得斟酌。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区域空间格局的变动，跨区域产业转移对全国
能耗和碳排放格局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西部和东北工业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带动了总能耗快速上升，其上升速度之快远超东部。
但由于GDP上升速度更快，使能耗强度总体而言仍呈下降趋势。
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对全国总能耗和碳排放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这种效应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缺乏总量约束，仅靠相对指标，容易出现“泄漏”现象。
　　中国经济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两大驱动力是城市化和对外贸易。
“十一五”期间，产品出口增速放缓，但数量居高不下，这种局面将在“十二五”时期延续。
“十二五”开局之年，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一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
人口。
自此，中国正式进入城市社会。
这意味着社会的物质和能源消费形态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我们的经济体系要为新增加的城市人口生产出城市生活标准下的衣食住行之所需。
这本身会大幅增加全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因为在中国一个城市居民生活所需要的能源一般是一个农
村居民的三倍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在当今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阶段，需求的增速巨大难以遏制。
因此，无论“十一五”，还是“十二五”，抑或“十三五”，城市化对能耗和碳排放的驱动力不仅规
模巨大而且长期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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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报告在广泛调研和文件整理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中国“十一五”期间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成效，
并且提出未来政策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该报告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
系统、全面、深刻反映中国低碳发展的报告，值得祝贺。
该报告高度的概括、自然流畅的论述以及述中评、评中述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可谓国内一流，是很
值得我们其他报告编写者借鉴和学习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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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晔主编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在广泛调研和文件整理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中国“
十一五”期间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成效，并且提出未来政策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该报告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系统、全面、深刻反映中国低碳发展的报告，值得祝贺。
该报告高度的概括、自然流畅的论述以及述中评、评中述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可谓国内一流，是很
值得我们其他报告编写者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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