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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增长方式ꎬ有别于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

征的传统经济ꎮ １９８９ 年“绿色经济”概念正式问世以来ꎬ在最近二、三十年间ꎬ如何推动

绿色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理论问题ꎮ 本文多维度阐述了绿色经济概念

的产生及发展ꎬ分析了欧盟对绿色经济概念的认知过程ꎬ并提出欧盟发展绿色经济既有

内在需要ꎬ也是迫于外部压力ꎮ 本文认为ꎬ欧盟优先从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交易体系、低

碳创新战略三大路径入手ꎬ推动绿色、低碳、节能增长方式发展ꎬ将有助于欧洲保障能源

供应安全ꎬ在低碳化、绿色化、节能化领域占据主导权ꎬ从而引领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

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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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增长方式ꎬ有别于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

经济ꎮ 自 １９８９ 年“绿色经济”①概念正式问世以来ꎬ在最近二、三十年间ꎬ如何推动绿

色经济增长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ꎮ 这是因为ꎬ绿色经济与当前及未来人类

发展的两大重要关切密切相关:一是人类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问题ꎻ②二是全球应对气

①

②

“绿色经济”由英国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Ｄａｖｉｄ Ｐｅａｒｃｅ)在 １９８９ 年发表的«绿色经济蓝图»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一书中首次提出ꎮ 作者创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通过绿色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
发展ꎬ绿色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创新模式ꎮ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和发展署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ꎬ首次提出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问题ꎬ如何应对人类
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挑战成为各国重要政治议程ꎮ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ＣＥＤ)ꎬ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ꎬ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ｐｐ.１－２４７ꎮ



候变化问题ꎮ① 学界、政界对绿色经济的探讨从广义上的概念解读ꎬ逐渐延伸到对绿

色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上ꎮ 欧盟成员国对绿色经济的认知从初期

的缺乏重视ꎬ到逐渐加深认识ꎬ并就实现绿色经济增长选择了多个优先发展路径ꎬ逐渐

开启了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ꎮ

一　 对绿色经济理论的多维度诠释与欧盟对绿色经济的认知

绿色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密切相关ꎮ １９８９ 年戴维皮

尔斯(Ｄａｖｉｄ Ｐｅａｒｃｅ)提出的“绿色经济”概念ꎬ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几乎相提并

论ꎮ 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欧洲ꎬ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与难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入了单一市场阶段ꎬ受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的

持续影响ꎬ欧洲共同体国家经济陷入停滞ꎬ“欧洲僵化论”②因此甚嚣尘上ꎮ 由于共同

体内部经济差异性较大、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不

得不大幅贬值本国货币ꎬ以应对来自外部经济的巨大冲击ꎬ德国、法国等经济相对发达

国家ꎬ面临着传统产业衰退和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日本等正加

紧研发新兴产业ꎬ发展新经济ꎬ③加快产业结构转型ꎬ欧洲国家与美、日等国经济差距

逐渐拉大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戴维皮尔斯提出了绿色经济概念ꎬ恰恰表明欧洲学者试

图从理论层面上反思传统产业的结构性缺陷ꎬ期待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带动下ꎬ推动

新经济实践的发展ꎮ 绿色经济概念的出现ꎬ有助于探索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增长的绿色

发展路径ꎮ

在“绿色经济”定义刚问世时ꎬ皮尔斯并未对其内涵及实践应用做出明确的界定ꎬ
绿色经济作为一个概念ꎬ被假设为应对全球面临多种挑战的可能解决方案ꎬ引起了理

论界和国际组织的关注ꎮ 多边国际组织基于各自的发展目标和理解ꎬ对这一定义进行

了多维度诠释ꎮ 由于这个概念的核心基础是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ＵＮＥＰꎬ简称环境署)率先对这一定义给予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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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４ 日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
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ꎬ也是国
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ꎮ 此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ꎬ受到各
国日益重视ꎬ气候变化呈现政治化趋势ꎮ

“欧洲僵化论”指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的持续影响ꎬ欧洲经济一度处于停滞ꎬ有学者认为欧洲陷入
了僵化发展阶段ꎬ经济将长期低迷ꎮ

美国、日本等加紧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研发ꎬ致力于发展新经济ꎮ 与此同时ꎬ欧洲国家正在
寻求绿色经济增长路径ꎮ 新经济与绿色经济在不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ꎬ与各国面临的不同挑战和技术实力紧密
相关ꎮ



视ꎮ 联合国环境署倡导的“绿色刺激计划”(Ｇｒｅｅｎ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将公共投资用于

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ꎬ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手段之一ꎮ ２００８ 年该组织启动“绿

色经济倡议”(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

支撑框架ꎬ并正式推出“全球绿色新政”(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ꎮ① 这一新政认为ꎬ

“全球性危机正孕育着潜在复苏机会的到来ꎬ推动绿色经济发展ꎬ实现经济复苏的同

时ꎬ可解决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保护生态环境和水资源ꎬ减少人类贫困ꎬ在可持续性理

念下ꎬ发展绿色经济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唯一路径”ꎮ② ２０１１ 年联合国环境署在

绿色经济倡议中提出的一份内容详细的“绿色经济发展报告”ꎬ已成为各国决策者发

展绿色经济的行动指南ꎮ 在这份报告中ꎬ该组织对绿色经济的明确定义是:“绿色经

济是改善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之一ꎬ同时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退化问题ꎮ

换言之ꎬ绿色经济就是低碳、资源效率和社会包容性三者兼顾ꎬ通过增加公共和私人绿

色投资ꎬ减少碳排放和污染ꎬ提高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ꎬ保持生物多样化和生态平

衡ꎬ提高收入和扩大就业”ꎮ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ＵＮＣＴＡＤꎬ简称贸发会议)④致力于世界各国贸易平衡与发展问题ꎬ实现世界贸易均衡

增长ꎮ 该组织对绿色经济的定义与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增长密切相关:“绿色经济就是

能够不断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模式ꎬ不让未来一代承担环

境风险和生态脆弱造成的各种生存挑战ꎬ为短期的人类生产活动寻求长期的社会福

祉ꎬ降低环境恶化风险”ꎮ ２０１１ 年国际商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ＩＣＣ)从商业角度对绿色经济的解释是:“绿色经济就是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责任的经

济发展方式ꎬ实现互惠互利ꎬ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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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组织积极倡导绿色经济外ꎬ一些致力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

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也对绿色经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ꎮ 绿色经济联盟(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是一家多个利益攸关者的联合组织ꎬ该组织认为:“绿色经济就是

在地球生态资源有限的条件下ꎬ为人们提供更好生活保障的增长方式”ꎮ① 该联盟强

调发展绿色经济是改善和保障人类生存条件、生活水平的需要ꎬ能够更好地维持自然

资本和生态系统ꎮ 相比绿色经济联盟ꎬ丹麦 ９２ 小组(Ｄａｎｉｓｈ ９２ Ｇｒｏｕｐ)更加强调人类

机会公平和生态平衡问题ꎬ认为“绿色经济不是一种静态ꎬ而是转型和不断变化推进

的经济发展过程ꎮ 绿色经济可以纠正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制度扭曲和功能失调缺陷ꎬ

为人类谋福祉和实现公平发展机会ꎬ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ꎬ防止地球承载能力

的超负荷运转ꎬ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是实现公平”ꎮ②

上述这些组织或机构对绿色经济定义不尽相同ꎬ内容比较宽泛ꎬ共同之处是强调

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经济均衡增长和世界贸易平衡发展ꎬ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

坏ꎮ

与上述较为宽泛的绿色经济定义不同ꎬ经济学家们更强调从经济活动或产业发展

等角度认识和理解绿色经济学卡伦查普尔(Ｋａｒｅｎ Ｃｈａｐｐｌｅ )从产业的角度聚焦绿色

经济ꎬ ③ 他认为“绿色经济就是清洁能源经济ꎬ包括四个基础性产业部门: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ꎻ绿色建筑和能效技术ꎻ能效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ꎻ回收和

废物产能ꎮ 绿色经济不仅仅限于能够生产清洁能源ꎬ而且包括能够提供清洁生产过程

的技术ꎬ以及扩大低能耗产品的消费市场ꎮ 因此ꎬ绿色经济包括对环境影响较小或者

能够改善自然资源利用的生产、加工和服务过程”ꎮ④

显然ꎬ以上各种诠释未能就绿色经济的定义达成一致ꎮ 查普尔的解释将绿色经济

等同于清洁能源经济ꎮ 其余绿色经济论ꎬ则更多地强调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ꎮ 还有些

解释将绿色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ꎬ强调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ꎮ

为此ꎬ皮特斯和布瑞特斯(Ｐｅｔｅｒｓ ＆ Ｂｒｉｔｅｚ)⑤提出ꎬ“之所以对绿色经济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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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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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ꎬ以及这些不同观点共存ꎬ说明‘绿色经济’概念本身就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的ꎬ涵盖了多个维度ꎮ 绿色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ꎬ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们从各自不同角

度对绿色经济的认知程度ꎮ 绿色经济在经济学上的定义尚不甚明了ꎬ但重要的是ꎬ当

前绿色经济概念和理论已上升到了各国政府议程中ꎬ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含义ꎮ

在这些不同含义的背后ꎬ值得关注的是ꎬ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是否早已涵盖绿

色经济的成分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正在或将要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ꎮ

与绿色经济概念相类似的观点ꎬ比如ꎬ绿色增长和低碳经济也被广泛提及ꎮ 全球

绿色增长研究所(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ＧＧＧＩ)是一家新成立的国际组织ꎬ

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倡导和传播新经济增长模式ꎬ即绿色经济增长模式ꎮ

该机构提出建立这一模式ꎬ将致力于同步达到实现减贫、创造就业和社会包容ꎬ以及环

境可持续性(包括减少气候变化影响和生物多样性消失)ꎬ保障清洁能源和水资源的

安全供应ꎮ 在 ２０１０ 年首尔 Ｇ２０ 峰会上ꎬ与会各国政府领导人认为绿色增长是可持续

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ꎬ有助于保障推动能效和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生态环境ꎮ 世界银

行、ＯＥＣＤ 等国际组织ꎬ也提出绿色增长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等理念ꎮ

图 １ 欧盟环境署对绿色经济的定义图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ＥＥＡ)ꎬ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Ｅ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２ / ２０１４ꎬｐ.１３ꎬ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ｕ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欧盟对绿色经济的定义是兼收并蓄ꎬ兼顾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发展

三个主题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欧盟环境署对绿色经济的诠释:“绿色经济是通过低

碳政策和绿色创新ꎬ推动社会有效利用资源、以包容的方式提高人民福祉ꎬ同时保护自

１０１　 欧盟绿色经济的创新化发展路径及前瞻性研究



然系统的可持续性”ꎮ① 图 １ 简要说明了绿色经济概念中经济、环境、社会三者之间的

关系ꎮ

最近几十年来ꎬ欧盟对绿色经济增长的认知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欧洲共同体国家对绿色经济概念还比较模糊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工业快速增长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ꎬ促使欧洲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

渐增强ꎮ

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期ꎬ绿色经济概念已经被多位学

者提出(英、美等国学者)ꎬ但似乎被欧洲各国政府所忽视ꎮ 欧盟国家正在积极追赶第

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ꎬ发展电子信息、通信产业、高端制造业、计算机、生物制药等新兴

战略性产业ꎬ在全球范围内与美、日等开展竞争ꎮ ２０００ 年«里斯本议程»提出“争取在

２０１０ 年使欧盟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最具活力的世界经济体”ꎮ

第三阶段: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开始重视绿色经济的作用ꎮ ２００３ 年英国首相布莱

尔发表文章“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Ｏｕ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ｗ Ｃａｒ￣

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ꎬ推动英国向低碳经济转型ꎮ «斯特恩评论:气

候变化的经济学»(Ｓｔｅｒｎ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如何通过减排、研发低碳技术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ꎮ 这些标志着欧盟成员国政府开始

重视绿色经济的国际话语权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ꎬ经济陷入衰退ꎬ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署倡议在全球开展

“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ꎬ“绿色经济”正式进入各国视野并迅速

地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新浪潮ꎮ②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欧盟各国经

济ꎬ传统制造业受冲击较大ꎬ欧盟希望通过经济复苏计划推动绿色经济增长ꎮ 在 ２０１０

年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和加剧ꎬ研发投入(公共或私人均缺乏研发和投资资

金)严重短缺ꎬ造成对绿色经济上投入减少ꎬ加之绿色经济对经济拉动作用和扩大就

业岗位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ꎬ欧盟对依靠发展绿色经济应对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ꎬ

一度有所犹豫ꎮ

第四阶段: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历史性

地将绿色经济真正纳入了全球政治议程ꎬ确立了绿色经济的地位ꎮ 本次大会不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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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作为两大主题之一ꎬ而且会议成果文件

«我们希望的未来»(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明确指出ꎬ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ꎬ鼓励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ꎮ①

在这个大背景下ꎬ欧盟积极探寻绿色发展路径ꎬ制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能源战

略、气候与能源政策目标ꎬ逐渐成为倡导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领先者ꎮ

二　 欧洲创新化绿色增长路径选择

绿色经济概念出台与人类生存面临困境相关ꎮ 正如上文所述ꎬ在皮尔斯提出绿色

经济概念时ꎬ欧洲国家对此反应并不积极ꎮ 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０ 年欧

洲主权债务危机ꎬ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陷入衰退困境ꎬ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峻挑战ꎬ

绿色经济概念才引起各国广泛注意ꎮ 欧洲经济增长面临着多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能

源短缺和能源效率低下问题亟待解决ꎻ其次ꎬ传统产业面临结构调整和升级转换ꎬ产业

创新能力面临资金短缺和投入不足问题ꎻ再次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ꎬ欧洲有意在

这一领域成为全球领袖和低碳经济的规则制定者ꎮ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ꎬ欧盟绿

色发展实践表明ꎬ绿色经济增长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结构由传统能源

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转变ꎬ实现能源政策转型ꎻ二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形成

话语权和主导地位ꎬ制定碳排放规则和创建低碳税制体系ꎬ依靠市场力量实现低碳排

放ꎻ三是制定一系列绿色创新、低碳创新、低碳经济发展战略ꎬ推动各国经济政策的

“低碳化”ꎬ探索绿色经济增长模式ꎮ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二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重创ꎬ欧洲国家深刻意识

到单纯依赖传统能源和过度依赖能源进口ꎬ不仅会拖累和影响经济发展ꎬ更会削弱欧

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欧盟发展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重点随着欧盟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调整ꎬ逐步实现了从行动计划向规制建设方

向发展ꎬ逐渐从法律上约束各国达到可再生能源战略目标ꎮ

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具有如下阶段性特点:(１)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改变过

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现状ꎮ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初期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ꎬ欧共

体国家更多地考虑自身能源生产和供应需求ꎬ重点在于改变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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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ＵＮ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 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８８.



态ꎬ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ꎮ (２)发展可再生能源上升到国家战略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保持经济可持续性等多重压力

下ꎬ欧盟国家日益重视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利用ꎬ继 １９９７ 年欧共体发布“未来的能源:

可再生能源”白皮书①后ꎬ１９９９ 年欧盟再次发布“可再生能源战略”白皮书ꎬ不仅重申

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目标ꎬ还要求成员国之间加强在可再生能源研发、

投资、生产等方面的多方合作ꎮ 可再生能源政策战略目标变得多元化ꎬ除了优化能源

结构、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外ꎬ节能减排、提高能效成为新的目标ꎮ (３)逐步建立可再生

能源法规体系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欧盟颁布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指令”②从法规角度

为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制定了政策框架ꎮ 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多重压力下ꎬ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具有了更为长远的战略意义ꎬ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欧盟

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ꎬ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欧盟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比重占

２０％的目标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欧盟通过了新的“可再生能源指令”ꎬ为

每个成员国确定了各自应该达到的可再生能源目标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该指令提出了欧

盟成员国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新的合作机制ꎮ③ 这些机制推动了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层

面协调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ꎬ确保欧洲能够高效率地达到可再生能源目标ꎬ推动

可再生能源发展与欧洲能源市场建设的一体化进程ꎮ

迄今为止ꎬ２００９ 年批准的可再生能源指令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ꎬ欧盟可

再生能源政策从政府颁布白皮书、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和国家行动计划ꎬ发展到从法

规角度对各国可再生能源指标和目标体系进行法律约束ꎬ欧盟发展可再生能源战略已

经上升到了法律高度ꎮ

２０１０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能源 ２０２０ 战略”ꎬ强调欧盟如何通过加强能源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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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７ 年的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目标:争取到 ２０１０ 年欧洲国家可再生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例的 １２％ꎬ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２２％ꎻ到 ２０５０ 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例的 ５０％ꎮ

该指令提出了多种政策措施供成员国选择:一是各成员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进行补贴ꎬ以支持高投入的
可再生能源基础建设ꎻ二是采用优惠税收措施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ꎻ三是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一个入网最低限
价ꎬ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利益ꎬ吸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ꎻ四是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ꎻ五是实行招标制
度ꎮ

这一合作机制包括:第一ꎬ“统计转让”ꎬ一个成员国多余的可再生能源可在统计时“出售”给另外一个国
家ꎬ从而拉高了这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价格ꎮ 这个国家获得的收入ꎬ至少可以抵消开发能源的资金投入ꎬ另一个
国家由此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可再生能源目标ꎮ 第二ꎬ联合开发项目ꎮ 两个成员国可以共同投资开发一个新
的可再生能源项目ꎬ统计时两国可共享产量ꎬ这种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和节省成本的目的ꎬ这种合作方式也可以在
一个欧盟成员国和第三方之间进行ꎬ例如欧盟成员国与北非国家ꎬ但是生产的电力必须输往欧洲ꎮ 第三ꎬ共同支
持项目ꎮ 两个或多个欧盟成员国同意在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上进行资金协调ꎬ有助于实现单一能源市场的建立ꎮ
详细规则可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Ｔａｒｇｅｔ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３１. １.
２０１１ＣＯＭ(２０１１) ３１ ｆｉｎａｌꎬ 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ａｅｉ.ｐｉｔｔ. ｅｄｕ / ５７７２１ / １ / ＣＯＭ＿(２０１１) ＿３１＿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ꎮ



建设和依靠能源创新政策来支持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ꎬ确保可再生能源和技术具有

经济竞争力ꎬ加大研发投入ꎬ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开发与利用ꎬ以实现能源 ２０２０ 战略

目标ꎮ 这就意味着在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达到的硬性目标是:２０２０ 年欧盟

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 ２０％ꎬ每个成员国必须达到各自在可再生能源消费

中的比例ꎮ 在交通运输行业ꎬ所有成员国可再生能源比重必须达到 １０％ꎮ ２０１１ 年颁

布的“欧盟 ２０５０ 能源发展路径”希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ꎬ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ꎬ争取

到 ２０５０ 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比重为 ７５％ꎬ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比重占到

９７％ꎮ①

这些政策和指令对发展可再生能源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欧盟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

入不断增加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ꎬ可再生能源上的投入约为 ９８ 亿欧元ꎬ年均为 ３２.６ 亿欧

元ꎮ 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欧洲投资银行ꎮ 其中ꎬ欧洲投资银行提供了 ８４ 亿欧元贷款和

资助ꎮ 欧洲经济复兴计划用于可再生能源投入为 ５.６５ 亿欧元ꎬ“智能能源欧洲项目”

的经费投入为 １.１ 亿欧元ꎬ欧盟结构和聚合基金的投入为 ４.９９ 亿欧元ꎬ欧洲研发框架

下的经费投入为 ２.５ 亿欧元ꎮ 在欧盟层面上ꎬ第七研发框架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总预

算为 ５０５.２１ 亿欧元ꎬ在非核能领域ꎬ年均投入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上的经费为 １.６７

亿欧元ꎮ 每年投入核聚变能和核裂变能的研发费用为 ５.５ 亿欧元ꎮ② 欧盟 ２８ 国 ２０１３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 １５％ꎬ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该比例将为 ２０％ꎮ ２０１３ 年可再生

能源在交通运输业总能耗中占比 ５.４％ꎬ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为 ２５.４％ꎬ供热和冷却能

耗中可再生能源占了 １６.５％ꎮ③

(二)欧盟碳排放交易下的减排路径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ꎬ创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ꎬ是欧盟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

又一重要发展路径ꎮ 为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ꎬ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ꎬ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ꎮ 对此

欧盟成员国积极响应ꎬ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ꎮ④ 自 ２０００ 年

以来ꎬ欧盟不断创新和调整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手段和治理机制ꎮ 以履行«京都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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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０５０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ＸＸＸＣＯＭ(２０１１) ８８５ / ２ꎬ ｐ.５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２＿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５０＿ｅｎ＿０.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ꎬ ＭＥＭＯ / １１ / ５４ꎬｐｐ.１－３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１－５４＿ｅｎ.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Ｂｏｏｋꎬ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ｃｋｅｔＢｏｏｋ＿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
２０ＰＤＦ％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２ 年欧盟成员国批准«京都议定书»后ꎬ欧盟提出了强制性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ꎬ推行«京都议定书»
中的三大减排机制ꎬ即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ꎮ



书»中的减排规则为起点ꎬ２００５ 年欧盟正式运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ꎬ成为全球气候

变化政策的领导者ꎬ不断提升其在气候外交中的话语权ꎮ 欧盟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４ 年先

后提出了“欧盟 ２０２０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和“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

架”ꎬ不断推进减排的机制化进程ꎮ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Ｔｈｅ ＥＵ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Ｕ ＥＴＳ)是欧盟基于«京

都议定书»排放贸易机制独创的一套碳排放市场交易规则ꎬ构成了欧盟节能减排的核

心机制ꎮ 这一排放体系的独特性在于:(１)总量限额交易(ｃａｐ－ｔｒａｄｅ)ꎮ 欧盟限定各成

员国碳排放量ꎬ确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产业和企业ꎬ并向它们分配一定数量

的碳排放许可权ꎮ 企业或产业可将剩余的排放量在排放市场上进行交易ꎮ 如果超额

排放ꎬ可去购买排放许可权或者遭欧盟的高额处罚ꎮ 这一交易规则旨在鼓励企业减少

排放、控制污染ꎮ (２)采用分权减排治理机制ꎮ 考虑到欧盟成员国众多ꎬ各国不同产

业和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差异较大ꎬ先由成员国自行确定排放量ꎬ然后汇总到欧盟

形成欧盟排放总量ꎬ成员国自行确定本国不同行业或企业的排放权ꎮ 各国所制定的排

放量、排放权的分配方案ꎬ需经欧盟委员会审核许可后方能生效ꎮ 这种分权减排机制ꎬ

既可以达到欧盟的减排目标ꎬ也兼顾了成员国减排能力的差异性ꎮ (３)允许纳入欧盟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ꎬ采用清洁发展机制或联合履约机制获得的减排信用ꎬ即核证

减排量进行减排ꎮ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第一阶段ꎬ核证减排量的使用比例由

各成员国自行确定ꎮ 进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后ꎬ核证减排量的使用比例不

得超过欧盟排放总量的 ６％ꎬ一旦超出这一标准ꎬ欧委会将自动审查该成员国的减排

计划ꎮ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外的各行各业的碳排放量占了欧盟总排放量的 ６０％ꎬ这些

行业按照欧盟«减排分担协议»①( Ｅｆｆｏｒ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ＥＳＤ)进行减排ꎮ 该协议类

似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ꎬ成员国可自行设定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外(包括建筑、农

业、废弃物处理和交通等行业ꎬ航空业除外)的温室气体年度减排目标ꎮ 由于欧盟成

员国之间贫富差距较大ꎬ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ꎬ欧盟«减排分担协议»规定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期间可根据成员国的富裕程度(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确定

有区别的减排目标ꎬ例如富裕国家瑞典ꎬ其减排目标为 ２０％ꎬ而贫穷国家保加利亚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甚至还可以提高排放量ꎬ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这两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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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ꎬ按照减排分担协议规定ꎬ成员国减少排放的六种温室
气体是:二氧化碳、臭氧、氧化亚氮、甲烷、氢氟氯碳化物类、全氟碳化物及六氟化硫ꎮ



家允许增加的排放量高达 １１％ꎬ①可见成员国之间承担的减排量任务是轻重不一的ꎮ

在欧盟总量减排原则下ꎬ到 ２０２０ 年这些部门实现减排目标 １０％(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准

年)ꎬ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的部门和行业实现减排 ２１％ꎬ两者相加最终可实现在

２０２０ 年比 １９９０ 年减排 ２０％的目标ꎮ 按照欧盟监管机制ꎬ成员国每年就减排情况向欧

盟作定期汇报ꎮ

在欧盟碳排放体系试行和正式运行期间ꎬ欧盟碳排放体系暴露出诸多缺陷:(１)

欧盟发放的排放权配额超过了欧盟成员国实际排放量ꎮ 在 ２００５ 年试运行期间ꎬ发放

的排放权超过实际排放量 ４％ꎬ没有一个产业的排放权处于短缺状态ꎬ钢铁、造纸、陶

瓷和厨具行业的排放权发放量甚至超过实际排放量的 ２０％ꎮ 排放权总量过多ꎬ导致

欧盟碳交易市场供大于求ꎬ碳市场价格长期低迷ꎬ企业缺乏减排激励机制ꎮ 从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起ꎬ欧盟下调了年排放权总量ꎬ调整后的年排放权平均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６％ꎮ (２)排放权免费分配问题ꎮ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第一阶段ꎬ排

放权是免费发放给企业的ꎬ然而对电力行业发放过多ꎬ造成该行业并没有以排放权抵

免实际排放量ꎬ而是把排放权投放市场进行交易ꎬ从中牟取暴利ꎮ (３)欧盟缺乏各国

企业实际的碳排放统计数据ꎬ仅按估算数据将排放权发放给企业ꎬ因而无法监督企业

的实际减排情况ꎮ (４)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规则缺乏全球规制力ꎮ 从欧盟试图向全

球航空业推广限制排放量这起事件②来看ꎬ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也仅限于欧盟区域

内ꎬ并未被其他发达国家所接受ꎬ欧盟向全球推行碳排放规则面临较大阻力ꎮ

针对上述诸多“缺陷和失灵”ꎬ欧盟正在有序改革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ꎬ逐渐完善

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机制ꎮ ２０１２ 年欧委会提出推迟发放碳配额ꎬ对碳配额供需关系进

行调控ꎬ建议将 ９ 亿吨碳排放配额推迟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进行拍卖ꎮ 这一建议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得到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赞同ꎮ③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

架”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措施ꎬ首次提议建立稳定的碳配额储备体系ꎬ因为市场交易

中过多的碳排放配额ꎬ将会抑制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的积极性ꎮ 欧盟坚持认为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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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盟«减排分担协议»详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ｏ ４０６ / ２００９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ｕｐ ｔｏ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ｅｆｆ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ꎮ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欧盟试图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大到全球航空领域ꎬ对外航实现温室气体排
放限额控制ꎬ但遭到美、日、中等其他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ꎮ 迫于多国压力ꎬ欧委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决定“暂停”征
收航空碳税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０”ꎬ Ｂｒｕｓ￣
ｓｅｌｓꎬ ２２. １. ２０１４ＣＯＭ ( ２０１４) １５ ｆｉｎａｌꎬ ｐ. 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ＡＬＬ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５２０１４ＤＣ００１５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推动欧盟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主要手段和工具ꎬ提出到 ２０２１

年ꎬ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进入第四阶段后ꎬ欧盟将创建一个碳配额市场稳定储备体系ꎬ

实现自动有效调整碳配额的供需关系变化ꎬ尽量减少市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一旦

市场上对碳配额需求上升ꎬ可向稳定的碳配额储备体系申请增加碳配额供应ꎬ从而有

效防范欧盟企业和行业通过向外转移高碳产业ꎬ加大全球碳泄漏风险ꎮ

(三)低碳创新发展战略路径

在政策层面上ꎬ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为推动绿色经济和低碳发展ꎬ配合可再生能源战

略和碳排放交易体系规则ꎬ欧盟先后推出了三大具有长远影响的创新发展战略ꎬ奠定

了未来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总体方向ꎮ

首先ꎬ２０１０ 年欧盟提出了“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实现智能、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０: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以下简称“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ꎮ① “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修正了 ２００５ 年里斯本战略中不切实际的目标ꎬ并

对未来 １０ 年欧盟的发展进行了新的定位ꎮ 在 ２０２０ 战略中提出了三大核心目标:研发

创新、绿色低碳ꎬ以及智能化和可持续增长ꎬ以引导欧洲未来的低碳化、智能化ꎬ甚至去

碳化发展趋势ꎮ 研发创新就是依托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ꎬ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ꎮ

实现绿色低碳主要依靠在低碳技术上的研发投入ꎬ特别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与利

用ꎬ这与欧盟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ꎮ 智能化和可持续性增长ꎬ

不仅要求信息技术、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有效结合(如智能电网和智能

交通的发展)ꎬ同时也要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ꎬ保障欧盟在绿色技术的市场领先地位ꎬ

促使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ꎬ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ꎮ 实现欧盟绿色和低碳发展ꎬ关键在

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能源的高效利用ꎮ 因此ꎬ为配合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目

标的实现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能源 ２０２０———寻求具有竞争性、

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能源»的战略ꎮ 按照欧盟的战略意图ꎬ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２０－２０－

２０”目标:在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上减排 ２０％ꎻ能耗减少 ２０％ꎻ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所占

份额达到 ２０％ꎮ

其次ꎬ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欧盟 ２０５０ 低碳经济战略»(“Ａ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ｆｏ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５０”)ꎮ② 该战略提出了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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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０: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ＣＯＭ(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ｐｐ.１－３４ꎬ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２０ / 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５０”ꎬ ｐｐ.１－１６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８.３.２０１１ＣＯＭ(２０１１) １１２ ｆｉｎａｌꎬ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２０５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ｔｍ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完成 ２０２０ 年减排承诺后的新任务:要求欧盟成员国在 ２０５０ 年时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８０％－９５％(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准年)ꎬ从而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ꎮ 其前提是欧盟国家在

２０２０ 年至少应实现三个 ２０ 目标(２０－２０－２０ 目标)ꎮ 按照这一路线图ꎬ欧盟的减排目

标将会逐年递增ꎮ 欧盟主要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到 ２０５０ 年减排 ８０％的目标ꎬ其余的减

排指标则是通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等国际合作协调行动来实现ꎮ 为实现欧盟 ２０５０

年减排 ８０％－９５％的目标ꎬ欧盟必须在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４０ 年分别完成减排 ４０％和 ６０％ꎮ

为此ꎬ路线图提出了欧盟减排目标逐年递增的要求:以 １９９０ 年排放值为基准ꎬ欧盟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年减排目标应每年递增 １％ꎻ在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３０ 年期间的年减排目标应

每年递增 １.５％ꎻ在 ２０３０ 年至 ２０５０ 年期间的年减排目标应每年递增 ２％ꎮ 欧盟要想实

现到 ２０５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８０％的目标ꎬ就必须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减排 ２５％ꎬ而

不是已经确定的减排 ２０％ꎮ 因此ꎬ这一低碳战略路径图对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目标提出了

新的要求ꎮ

除了总量目标外ꎬ欧盟委员会在路线图中分阶段对各个行业提出了具体而又明确

的减排目标:电力行业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 ３４％－４０％ꎬ到 ２０５０ 年则实现减排 ９３％－

９９％ꎻ住宅与服务行业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 ３７％－５３％ꎬ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减排 ８８％－９１％ꎻ

工业部门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 ３４％－４０％ꎬ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减排 ８３％－８７％ꎻ农业部门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减排 ３６％－３７％ꎬ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减排 ４２％－４９％ꎮ 由此可见ꎬ在各个行业

中ꎬ电力行业承担的减排任务最重ꎬ而农业部门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对较轻ꎮ 在具体措

施方面ꎬ路线图要求欧盟成员国政府每年必须最少对 ３％的公共房屋进行翻修以提高

其能源效益ꎬ政府采购的商品和服务(如供热、空调等)必须符合高能效标准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欧盟将加大对低碳经济上的投入ꎬ未来平均每年需要增加 ２７００

亿欧元的投资ꎬ即相当于欧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５％ꎮ

再次ꎬ欧盟推出了绿色生态创新行动计划(Ｔｈｅ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Ｅｃｏ￣

ＡＰ)ꎮ 绿色生态创新行动计划是指通过任何形式的绿色创新ꎬ旨在推动可持续性发

展ꎬ减少对环境破坏的不利影响ꎬ提高环境的承压能力ꎬ更有效率、更负责任地利用自

然资源ꎮ 欧盟在绿色环保技术的开发利用上面临很多壁垒ꎬ需要在以下七个方面的配

合ꎬ才能推动绿色生态创新行动计划真正落到实处:(１)利用环境政策和法规作为推

动绿色生态创新的重要动力ꎻ(２)支持示范项目和伙伴行动计划ꎬ推动智能的、具有应

用潜力的绿色技术的市场化ꎻ(３)建立绿色生态创新市场标准ꎻ(４)为中小企业提供财

政便利和扶持服务ꎻ(５)推动国际绿色生态创新合作ꎻ(６)支持和发展与绿色生态产业

相关的技能和就业的培训ꎻ(７)在创新联盟中建立欧洲创新伙伴关系ꎬ推动绿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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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ꎮ

这一计划出台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作为实现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中创新联盟旗舰创议的

核心ꎬ但这一行动计划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单一的旗舰创议ꎬ与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

中其他旗舰计划互为补充ꎮ 首先ꎬ这是创新联盟旗舰创议中的核心支柱ꎬ将创新理念

应用于创新成果与服务ꎬ推动增长和就业ꎬ积极应对欧洲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ꎬ通过创

新实现环保目标ꎮ 其次ꎬ这一行动计划是对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中其他旗舰创议的补充ꎮ

例如ꎬ绿色效率型欧洲旗舰创议是欧盟通向绿色经济的重要计划ꎬ提出加强绿色创新

和增加绿色投入ꎬ而全球化时代的工业政策旗舰创议将绿色创新作为实现关键环境技

术的主要工具和手段ꎬ进一步在绿色新技术的研发上加强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协调与

合作ꎮ 新技术和新就业议程旗舰创议则提出通过绿色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ꎬ推动绿色

技能发展和解决绿色技能不匹配和短缺问题ꎮ①

三　 绿色经济发展前景展望

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角度看ꎬ欧盟已经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战略

性选择ꎮ 这些创新化的绿色发展路径ꎬ与欧盟绿色技术领先优势相配合ꎬ有助于欧盟

未来在绿色产品、绿色加工和绿色服务方面获得较高市场份额ꎮ 据预测ꎬ未来欧盟在

绿色技术专利、绿色出版物、绿色贸易等方面的全球市场份额将分别达到 ３６％、４５％和

２８％左右ꎬ胜过美国、日本ꎬ远超中国和韩国(参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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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欧盟绿色生态产业在全球的优势地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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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在绿色能源、能效、材料利用效率、绿色运输等方面的市场份

额也将比 ２００８ 年有大幅提升(参见图 ３)ꎮ

从绿色产业发展的角度看ꎬ欧盟绿色、低碳政策的实施将会给欧盟产业结构带来

革命性的变化ꎮ 这种变化有赖于成熟的低碳技术及其推广应用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ꎬ

在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５０ 年期间ꎬ以下变化有可能实现ꎮ

一是能源工业的清洁化ꎮ 按照欧盟的远景规划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电力能源消费中将有

３０％为可再生能源ꎬ②煤炭、石油、天然气比例将低于 ４０％ꎬ而且ꎬ使用传统化石能源的

发电厂将全部安装碳捕获与存储设备ꎮ 这意味着欧盟将继续淘汰以化石能源作为燃

料的传统火力发电厂ꎬ积极发展使用新型能源和采用碳捕获与存储技术的发电厂ꎬ实

现能源工业清洁化的战略目标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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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０ 年欧盟在全球绿色生态产业中的市场份额预测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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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制造业高端化ꎮ 制造业高端化是欧盟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战略选择ꎬ欧盟低

碳产业政策将为制造业带来如下变化:第一ꎬ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等能耗低、排放低的

部门将被保留ꎬ能耗高、排放高的生产过程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②ꎻ第二ꎬ高科技

材料、环保材料、节能材料将广泛应用于产品制造ꎬ减少产品的碳足迹ꎻ第三ꎬ信息通信

技术(ＩＣＴ)将成为发展重点ꎬＩＣＴ 属于低耗能、低排放产业ꎬＩＣＴ 可以广泛应用于欧盟

其他部门的节能减排ꎮ③

三是交通运输智能化ꎮ 欧盟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仅次于能源工业ꎬ超过了制造业和

商业服务ꎬ同时也消耗掉 ２６％的能源ꎮ 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２０ 智能化报告»(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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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中预测ꎬ采用 ＩＣＴ 等相关技术后ꎬ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在 ２０２０ 年可

望减少 ２７％ꎮ 随着更多的新技术的应用ꎬ能源运输和电力配送、工业原料和产品运

输、生活和商业用品配送所消耗的能源与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都将大幅度降低ꎮ 欧

盟研究机构预测①ꎬ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公路运输排放将占全部交通运输排放的 ８５％ꎬ但实

际排放量会降低ꎬ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６％ꎬ２０３０ 年将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１２％ꎮ 与其他部门相

比ꎬ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减幅较小ꎬ主要原因是 ２０３０ 年前交通运输业发展势头强

劲ꎮ

四是新能源产业与绿色建筑业ꎮ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欧盟新的产业支柱ꎮ ２０３０ 年

欧盟区内的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３０％ꎬ此后继续增加ꎬ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不容低估ꎮ 绿色建筑主要指在建筑物中大量使用环保和节能型材料ꎬ以及

在建筑物的管理中大量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ꎬ特别是 ＩＣＴ 技术ꎬ绿色建筑业将成为欧

盟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ꎬ必将创造大量的产值和就业ꎮ

四　 结　 语

基于在发展绿色经济上的创新化路径选择ꎬ欧盟建立了一系列低碳化、绿色化、节

能化机制ꎬ通过一系列法规体系努力实现能源与气候政策目标ꎮ 在通向未来绿色经济

发展的道路上ꎬ欧洲还面临许多挑战与困境ꎬ经济复苏缓慢、增长乏力ꎬ公共财政开支

短缺等因素ꎬ势必会影响绿色创新研发投入ꎻ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改革成效如何ꎬ能否

依靠市场力量对所有行业的高碳排放进行法律约束并具有实质性进展ꎬ还存在许多不

确定因素ꎮ 因此ꎬ欧盟通向 ２０５０ 年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能否实现ꎬ取决于未来欧盟经

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技术优势和低碳创新发展战略落实等多种因素ꎮ

(作者简介:张敏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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