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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阅读《2012中国节能减排发展报告》，这是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公司对中国节能减排整体状况进行观察、描绘、分析的第四本年度报告。
四本年度报告，跨越了我国两个“五年计划”周期。
　　“十一五”时期，我国开始把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在该计划期内，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成效主要是指：能源消费以年均6.6 %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 %的增长；我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由“十五”后三年上升9.8 %转为下降19.1 %；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由“十
五”后三年上升32.3 %、3.5 %转为下降14.2 9010、12.4 5%；通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形成节能能
力3.4 亿吨标准煤；新增城镇污水曰处理能力6500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7%；燃煤电厂投产运行
脱硫机组容量达5.7 8亿千瓦，占全部火电机组容量的82.6 %。
　　“十二五”时期，我国制定了覆盖范围更广，更为细致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
既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6%、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8%～10%的总体目标，也包括各行
业、重点领域和主要耗能设备的具体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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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小康主编的《2012中国节能减排发展报告——结构调整促绿色增长》第1篇(综合篇)介绍了我国节能
减排的基本形势与趋向；第2篇(行业篇)介绍了电力、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节能减排进展；
第3篇(区域篇)从行政区划角度对比、评价节能减排的效果；第4篇(环保篇)介绍大气污染防治、污水
处理、固废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状况；第5篇(新能源篇)描述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等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进程。

另外，本书第6篇(数据篇)侧重为读者提供用以进行深入分析的相关能源、环境数据。
同时，本书最后部分提供了年度大事记录以及部分节能减排重要的公报、文件，供读者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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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全国性社
团组织，会员包括工业企业、从事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领域的社会机构、企业、科研单位和个人协会
的核心职责是发挥政府与企业间桥梁与纽带作用，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节能减排，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策部署，促进工业企业稳步做好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提
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是唯一一家主业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中
央企业，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的科技型服务型产业集团，集团始终专注于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致
力于节能与新能源开发，致力于环境保护与健康产业，致力于新材料与资源综合利用，较好地发挥了
中央企业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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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小岛国联盟的立场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发展中国家阵营裂痕趋于扩大。
小岛国联盟认为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减排大国就需大力减排，与我国坚持的共区原
则相悖，加重了我国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
发达国家的拉拢与小岛国联盟减排立场的激进加速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削弱了我国的战略依托
。
 3.4.3我国的应对 3.4.3.1 国内应对 中国未来的发展，肯定应该以能源消耗、二氧化碳为紧约束，倒逼发
展模式转型。
除了能源替代和二氧化碳吸收之外，要重点在提高能源效率上做工作。
在产业结构上，应进一步加大服务经济的比重，加强工业中的去重化工业化；在低碳建筑上，人均建
筑面积应该有合理的控制，要通过节能建筑大幅度降低单位面积的能耗，如空调、照明的节能；在低
碳交通上，不仅要强调汽车大排量变小排量，发展新能源汽车，而且要强调发展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
通，建设功能混合的紧凑城市。
更本质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从注重物品拥有型转化为注重功能使用型。
 坚持依法治国，推动绿色转型的法治化。
我国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
经济促进法》等，并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绿色转型的制度，如节能目标责任制、落后产能淘汰制度等
。
最近国内一些专家提出加快制定《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建议，得到了广泛认可。
该法将针对绿色、低碳道路，从更全面统筹的角度完善相关法规，实现绿色转型。
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不是因为国际的压力，而是中国的内在需求。
立足国情，抓好节能减排，做好自己的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低碳发展促进法》的制定，将为中国建设性参与新一轮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有力的“筹码”
，增强“底气”，争取主动。
抓住中国绿色转型的机遇期。
中国目前的国内状况、国际背景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从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能源利用格局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在于今后7至8年，也是不
可再现的7至8年。
如果中国近期完成了根本的转型，可持续的道路可继续延伸；但如果传统的惰性继续维持或放大，则
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多重要素复合制约，进入长期低迷期或不稳定期。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绿色转型的责任制和考核制度。
实现中国的绿色转型，关键在各级政府的领导。
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还很大，需要制止“愚昧的疯狂”和“虚荣的膨胀”。
建议把绿色转型内容纳入各级政府的干部培训，采取公众监督、考核结果公示制度。
同时推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
加强系统管理，建议组建国家能源部。
当前中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因为自身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些则是因为制度性因素造成的。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九龙治水”的方式已相形见绌。
建议在下届政府组建国家能源部，统筹协调中国经济发展中能源动力的整合与高效。
 建立合理的绿色生活、消费方式。
所谓生态，就是生存的态度、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只有将这“三生”融入到文明的、理智的生
态观，才能培养出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
在生活层面，需要我们摒弃铺张型、攀比型、污染型等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倡导人们崇尚自然，追求
经济、简单、实用、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
同时，引导生产者进行绿色生产，大力开发绿色产品。
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国内逐渐提高公众的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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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意识，在国际上逐渐树立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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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节能减排发展报告:结构调整促绿色增长(2012)》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公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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