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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碳绿色经济的中国城市建设问题研究
李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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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低碳绿色城市建设为研究对象，围绕低碳绿色经济、城市建设以及低碳绿色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分析研

究。在对城市建设目标分解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中国低碳绿色城市建设中的挑战与机遇，SWOT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于“三生”共赢理论，分析低碳绿色城市发展战略与管理模式，分析中国城市建设的战略问
题，依据PEST分析法，统筹经济、环境、社会、科技和节能减排，从理念、政策、体制、人才、技术、产业结构等
方面提出相应的策略，探索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适合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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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ow Carbon Green Economy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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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llege，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025，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green city for the study，around the green lOW．carbon economy，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green city strategy is researched．Analyz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goal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OW—carbon green city,a combination of the SWOT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and analysis

of low—carbon green 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the juniors win-win theory,strategic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the appropriate strategy based on PEST analysis，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environmental，social，technological and energy saving，philosophy，policy，institu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y,industrial structure．explore the road of green urban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urban construction．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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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低碳绿色城市是

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最重要载体，低碳绿色城市建设是低

碳绿色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低碳绿色城市建设已经成为

中国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如何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

探求适合中国特色的基于低碳绿色经济的城市建设发展战

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1中国低碳绿色经济发展

1．1低碳绿色经济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的气候变暖，减少人类

的温室气体排放而提出：绿色经济是人类为了应对资源危

机，减少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提出。我们既要发展低

碳经济，也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节能

减排；发展绿色经济，我们要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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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两

者相互促进，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的结果。绿色经

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

境的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新的经济形式，是以效率、和谐、

持续为发展的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

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经济发

展演变进程如图1所示[1~4]。

图1经济发展演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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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低碳绿色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当今，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危机等这些问题，发

展低碳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必然。低碳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能

源消耗较少和环境污染较低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模式，是一

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和

必由之路。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清洁能源和发展低碳经济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发达国家率先把发展低碳绿色经济上

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低碳绿色经济从一个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和资源紧缺的技术问题已经转化成为决定未来国

家综合实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将成为未来规划世界发

展新格局的规则。中国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

键时期，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低碳绿色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方向，是优化能源结构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可行措施和

重要途径。发展低碳绿色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中国的

发展战略之一。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经济才可以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更加

的和谐15～6J。

2中国城市建设的战略思考

2．1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

城市化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现象，自18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

上升。城市化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必然产物，而城

市化又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城市化是世界经济的普遍

趋势，城市化与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城市化的模

式主要是由工业化状况来决定的，但是又影响着工业化的

进程。与世界的一般规律不同，自50年代以来，中国在

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与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性的不同，中国的城市化

走的是滞后于工业化的道路。城市化的模式由多种因素决

定，但首先是由工业化的状况来决定，城市化的模式会影

响社会各方面的生活，但首先影响着工业化的进展。我们

研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分析工业化的不同阶段

和不同制度形式对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和要求，有助于探讨

低碳绿色城市的建设问题。城市的工业化阶段可以根据下

列分界值划分为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和非工业城市，如

图2所示。前工业城市：第二产业小于48％；工业城市：

第二产业大于48％；非工业城市：第三产业大于4 8％p～81 0

2．2低碳绿色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行政和金融、工业中

心。低碳绿色城市是指城市经济以低碳绿色产业为主导模

式，市民以低碳绿色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

图2城市发展的三个工业化阶段

绿色社会为建设目标的城市。低碳绿色城市的产生是由低

碳绿色经济演化而来的。低碳绿色城市是发展低碳绿色经

济的最重要载体，低碳绿色城市建设是低碳绿色经济发展

的必然过程。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建设

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实

王见‘‘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和“三生”协同发展。

目前，低碳绿色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热

点问题，低碳绿色发展模式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面I临的节

能减排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

战略之一，未来城镇人口及其比重将继续提高，城市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提升。然而，城市化以

工业为依托，工业的高速发展以牺牲资源和能源为代价，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传统

工业化是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中国城市也是温

室气体的主要产生地。因此，加快建设低碳绿色经济城市

是发展的必然和迫切需求。中国人口众多，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和建设低碳绿

色城市是实现这一国策，促进城市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走低碳绿色发展之路是国家的必然选

择，也是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9～HI。

2-3理论依据

第一，随着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化在不断提

升。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需要转向低碳绿

色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将

现实世界简单地分解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相对独立的

部门，将现实世界简化成一种由三个尺寸相等、彼此相互

交叠的独立圆环(分别代表经济、社会和环境)所构成的抽

象的理想模式，如图3所示m~1 31。

第二，研究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现状，分析低碳绿色

经济的内涵，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在对城市建设目标分

解的基础上，结合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和灰色理论，

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等多种方

法，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从系统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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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从现实模式到理想模式的简化

理想模式

角度分析中国低碳绿色城市建设中的挑战与机遇，SWOT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于三生共赢理论，系统地

分析城市建设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未来

发展的总体规划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低碳绿色

城市建设的短期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借鉴英国学者

格里·约翰逊(Gerry Johnson)和凯万·斯科尔斯(Kevan

Scholes)1998年在其著作《公司战略教程》中提出的PEST

分析法，分别从政治或法律因素fpolitics)、经济因素

(economy)、社会文化因素(society)和技术因素(technology)

几个方面来分析研究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问题和对策，加

快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探索适

合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低碳绿色城市发展模式

和实施策略【14~1 51。

3中国城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3．1观念理念到位

首先要更新观念。低碳绿色城市建设要以崭新的低碳

绿色理念来规划城市建设，在规划、建设实施和管理运

营层面上充分体现低碳绿色理念和建设思维。由于低碳

绿色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社会公众对发展低碳

绿色城市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所以必须加强低碳

绿色的宣传，强化低碳绿色的教育，树立低碳绿色经济

的理念，倡导理性健康的低碳绿色生活方式，推行合理

适度的低碳绿色消费模式，营造节能减排的全民参与的

社会风尚，提高公众的低碳绿色环保意识，使低碳绿色

观念切实深入人心，让公众了解低碳绿色城市建设对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全民参与低碳绿

色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意识【1“。

3．2政策引导有力

政府宏观调控是建设低碳绿色城市的保证。从政策层

面引导建立形成低碳绿色经济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

费模式。从产业区域布局、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入手，以推进低碳绿色经济发展和低碳绿色

城市建设。在推进低碳绿色城市建设方面，

政府要通过低碳绿色产业规划与财政、税收

扶持等手段来进行引导，充分发挥政府的职

能作用。政府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与法规，

在低碳绿色城市建设中要形成长效机制，主

动进行必要的调控，进行大力的引导和支持。

中国为了促进低碳绿色经济和城市建设制定

了一些法律法规，也推进了中国建立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但这些法律法规在

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欠缺，因此中国政府部门

要重视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力加强

与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相关的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低碳

绿色城市建设法律法规保障体系m】。

3．3人才资源开发

低碳绿色城市的建设，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素质人才是关键因素。要加强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开发大学生的

第二课堂，强化大学生的实践实训课，加大校企之间的合

作力度，开发和培养应用型的低碳绿色技术人才，通过优

惠的人才引进政策和适宜的人才成长环境，吸引、引进和

留住低碳绿色经济专家，吸引社会团体和民间人才的积极

参与，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和

政府雇用等优惠方式，组建低碳绿色经济发展技术专家顾

问团，聘请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与合作，建立低碳

绿色经济人才管理和使用制度，加速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

进程。

3．4技术创新加强

低碳绿色技术是国家实现低碳绿色经济的重要保障，

是低碳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

核心力量。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和低碳绿色城市的建设

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和创新，中国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向

低碳经济的转型，就必须加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只有

这样才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和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统筹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目前，

中国低碳绿色技术相对偏低，低碳绿色技术水平较发达

国家落后，因此中国要结合实际情况，加强科研机构和

企业的合作，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积极开展技术

创新的活动，以促进中国低碳绿色技术的发展。同时，

要利用低碳绿色技术改造落后工艺，以市场为主导，以

资源为基础，积极开发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

从根本上优化中国能源结构，促进低碳绿色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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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

体系，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根本出路。首先，中

国要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金融、保险、旅游

和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产值，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其次，对于第二产业，中国要通过加快太阳能、

风能、核电、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和生物产业等新兴低

碳绿色产业的发展，直接降低GDP的二氧化碳强度。第三，

中国要积极推广生物碳汇，尤其是森林碳汇。优化产业结

构，推进低碳绿色城市建设【l 91。

3．6环境经济发展

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环境和经济是辩证统一的。环

境是不可分割和非排它性的公共资源，是最广大的公共需

求，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基础。环境经济是城

市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建设的前提和基础。21世纪

是低碳绿色的世纪，也是生态环境的世纪。环境经济具有

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从征

服自然到改造自然，进而到回归自然，是人类社会认识和

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进而走

向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把环境建

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是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特别是

城市建设发展的大趋势m~2”。

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

然，低碳绿色城市建设是低碳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内涵，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大趋势，也是中国城市建

设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城市建设目标分解的基础

上，SWOT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于三生共赢理

论，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低碳绿色城市建设中的挑战

与机遇，分析低碳绿色城市发展战略与管理模式，分析中

国城市建设的战略问题，依据PEST分析法，从理念、政

策、体制、人才、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探索了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适合中国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低碳绿色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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