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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五策并举 
应对碳减排与高油价双重困局

后危机时代，以建立“高能效、

低能耗、低排放”发展模式为核心

的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经

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我国对此

高度重视，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已

经起步，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也已提上日程。

但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高耗能高

污染产业、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

均落后于发达国家等现实因素，让我

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一方面，低碳时代高油价及全

球通货膨胀之势难以逆转。低碳将

继续推高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

价格，进而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

给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带来原材料

及劳动力成本压力。

具体而言，从长期来看，碳减排

会引发石油等矿物能源使用量的调

整，但在短期内石油需求不会发生

明显变化，因为受核心技术和成本

的制约，各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加之石油

等矿物能源储量日益减少、新能源目

前还难以形成根本性替代，石油价

格在一定时期内必然是上涨的。同

时，某些石油生产国提出，它们自愿

减少石油开采和挖掘，但是需要巨

额补贴作为补偿，这种行为若被诸

多生产国效仿，石油供给就会明显减

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减少

也会引起石油价格大幅攀升。此外，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低碳技术发展初期成本较高，

为迅速推进低碳技术市场化，发达

国家有动力继续推高原油等化石能

源价格，使低碳设备及产品具有相

对价格优势，从而借机向接受低碳

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转嫁不菲的研发

成本。

高油价趋势无法逆转，而钢材、

绿色农产品、化工等行业还得为实

现碳减排目标节能增效、引入清洁

机制或进行技术创新，这些措施无

疑都将间接增加生产企业的成本，

助推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

大幅攀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会波及

到中下游产业，以乘数效应向国民

经济各个产业加速传导，其结果是

引发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可能

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物价上升还会

推高劳动力薪资水平，使我国制造

业面临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双双上

涨的局面。同时，产品成本增加必定

会给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带来

极大影响，造成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下降、国民经济增长放缓。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对于碳减排技术和碳配额需求最

强，但供给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处

于弱势，因此面临巨大的碳排放权风

险敞口，急需碳排放权风险管理工

具。而且，美元疲软、低碳经济和后

危机时代刺激经济策略推动油价和

以油价为基础的大宗原材料价格攀

升，将带来多种敞口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不具备碳减排

的资源禀赋优势及技术优势，能源利

用水平低下，低碳技术尚未形成竞争

力，低碳产业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贫油少气富

煤”，能源利用中煤炭长期占据重要

地位，这一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而煤炭是矿物能源中碳排放最多的

品种。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水平低

下，单位能源GDP产出与国际水平

有较大差距，因此单位GDP碳排放

也远高于国际水平。

在国际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不确

定性，或者说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

破之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选择：一是继续以化石

能源为基础，主要通过碳收集和碳

储存技术，减缓因化石能源燃烧而

产生的温室效应，达到降低碳排放

和污染率的目的；二是不再以化石

能源为基础，而是寻求风能、核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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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等新能源，通过改变能源结

构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目前来

看，我国在上述两条发展路线上均

不具有技术优势。虽然我国进行了

清洁发展机制、碳减排和新能源技

术创新的尝试，但美国、英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较强的低碳

技术，在低碳经济中占据主动和优

势地位。同时发达国家封锁低碳核

心技术或以高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使得我国尚被排除在“核心技术

俱乐部”之外。

在碳减排和高油价共同构筑的

困局中，我国应积极应对，变被动为

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低碳经济发

展，逐渐在全球低碳经济中占领一

席之地。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

引导、金融产品的支持、消费和生活

方式的转变以及积极的市场开拓都

是逐步破除低碳技术壁垒所不可或

缺的。

1.	先节能后减排，奖惩并举推

进低碳政策实施。通过一段时间的

实践，节能理念在我国企业中被广

泛接受，但减排政策推进较慢，这

与企业利益诉求有关。尽管“节能”

可以压缩企业成本，提升产品竞争

力，但“减排”一直被企业视为长期

经营的额外负担，短期内技术和设

备的投入也是企业的重大顾虑。因

此，我国制定和执行低碳政策时，

可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推进

提升企业效益的节能工程，再推进

提升企业形象的减排工程。同时，为

强化企业执行低碳政策的积极性和

责任感，可以考虑采取奖惩并举的

策略。对高效推进节能减排的企业，

由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或税收奖

励；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征收碳

排放税，并将其用做低碳政策的运

作资金；对坚持高耗能高污染的过

剩产能，则要坚决关停。

2.	 国内与国际兼顾，步步为营

开拓新能源市场。长远来看，新能

源是关系国际政治经济走势的战略

性议题。我国的能源结构与其他国

家迥异，新能源技术也总体落后于

国际先进水平。因此，我国应该既

照顾本国特性发展低碳技术，又要

着眼全球开拓新能源市场。针对我

国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在一段时间内

难以改变的现实，应加大力度研发

适用于煤炭资源的低碳技术。在这

方面，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应用

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需要提供政策

支持，帮助其迅速产业化。目前，我

国在太阳能、水能、核能利用领域

都已取得重大进展，生物质能源则

在农村沼气项目和新兴生物燃料技

术方面取得突破。下一步可以加强

对新能源的市场化开发，用在新能

源市场的回报继续投入深层次新能

源开发：如核聚变技术突破、安全

高效利用氢能技术等。如此步步为

营，我国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新能

源技术的垄断，掌控未来新能源的

国际话语权。

3.	占领节能市场制高点，提升中

国制造品牌形象。中国制造虽然行

销全球，但是品牌和科技附加值的

缺失一直使我国产品定位低端。低

碳时代，节能成为主导潮流，可以预

见未来节能产品市场将空前庞大，节

能可以成为我国产品树立品牌特点、

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突破口。节能汽

车、电器等消费品和节能生产线等生

产工具都可以成为企业全力争取的

市场。此外，还要提高居民节约资源

能源、注重生态环保以及切实采取

行动的意识，向全社会倡导低碳消

费和绿色生活方式。这对转变我国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积极引导作

用，同时还可以拉动内需，创造低碳

消费品市场。

4.	为低碳产业提供全面的金融

服务。无论是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改

革还是新能源创新，都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政府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和

税收优惠固然必要，但是完备的金

融支持才是企业保持创新动力和能

力的最重要保障。我国应对低碳产

业开放资本市场，提供全面的融资支

持。不仅银行贷款、创业板上市、企

业债券发放三类主要融资模式都要

到位，还要积极培育风险投资和私

募股权投资群体，为创新型的低碳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5.	推进衍生品市场创新，争夺

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强化风

险管理能力。面对碳风险和多种商

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我国亟待迅速

推进基础衍生品市场建设和碳交易

市场创新。目前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

经较为完善，但期权和金融期货尚

未放开。全球通货膨胀局面下，我国

实体经济需要这些基础衍生产品来

对冲原料、库存、股权、债券及外汇

等商品的敞口风险。虽然哥本哈根气

候峰会最终只取得原则性协议，并

未确定总体的碳排放额分配，但这

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碳排放市场

的繁荣。一旦各国的碳减排任务明

确，碳排放指标将成为稀缺资源而

大幅升值。我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

大国，需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掌

握话语权，这就要求尽快培育与国

际接轨的碳金融市场。在具体建设

路径上，必须加大碳排放交易产品

的金融创新力度，加快环保期货、期

权和互换合约的创新步伐，鼓励企

业参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碳排

放额度及信用产品，提升低碳市场

的运作效率和低碳产业的风险管理

能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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