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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

低碳产业在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直面广州发展低碳产业面临的挑

战，探讨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对策，对广州发展低

碳经济，开创新型城市化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

义。

一、 广州发展低碳产业面临的挑战

 目前，广州低碳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效

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环保等领域的产业集群初步

形成，产业规划迅速扩大。尽管如此，广州发展低

碳产业仍然面临以下挑战：

（一）经济发展的挑战

自从2010年广州GDP突破1万亿元，成为继上

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

城市以来，广州GDP持续增长。2012年1～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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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州发展低碳产业面临着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源结构和自主创新几个方面的挑战。发展

低碳产业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重点推进、协调发展，要着重在培育龙头企业、制定

产业规划、加强自主创新、增加森林碳汇、完善交易市场、构建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和实施广州发展

低碳产业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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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823.31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比上半年（8.3%）提高0.9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7.7%）1.5个百分点。伴随广州经济总量的

增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CO2排放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GDP的增长速度高

于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见图1）。保持经济稳

定、低碳增长是广州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图1   2001～2010年广州CO2排放量及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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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长方式的挑战

广州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难以摆脱

对能源的大量消耗。虽然广州市服务业在三产中的

比重已经超过61%，但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仍较明

显，工业结构重型化，制造业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

的相对低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2011年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中轻重工业比例为35.10︰64.90，重工业的能源

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的79.69% 。随着广州工业化、

现代化、城市化不断发展，能源需求快速增长，

碳排放需求进一步释放。2010年，广州市CO2排放

总量约为14980万吨。其中，工业（41%）和电力

（38%）是广州市最重要的两个排放部门，二者排放

之和约占广州CO2排放总量的79%；建筑部门排放为

6%，交通部门排放为14%，农业部门的排放仅占排

放总量的1%。

 （三）能源结构的挑战

广州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高，能源结构仍然以

煤、石油等传统高碳排放能源为主，天然气、太阳

能等清洁能源利用和再生能源相对不足。广州100%

的煤、100%的气、85%的石油都从外地输入。煤炭

和石油消费量占广州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70%

以上。近年来，广州能源生产与消费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本地区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外

省（区、市）净调入量所占比例为六成，增加了经

济发展的风险性。二是终端能源消费主要由煤炭、

油品和电力构成，分别占19%、43%、34%。三是

能源消费中以生产领域和城镇地区所占比例较大：

2009年，广州能源消费构成中，生产消费所占比例

为89.33%，生活消费所占比例为10.67%。在能源生

产消费构成中，第二产业占比超过六成，比例达到

60.86%，第三产业占37.38%。在能源生活消费构成

中，城镇占了73%，农村占27%左右。四是能源消费

中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2009年，广州平均每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中，按标准煤折算，煤

炭所占比例为36.20%，原油所占比例为28.73%，电

力所占比例为25.28%，反映出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所依靠的能源消耗仍以化石能源为主。

（四）自主创新的挑战

自主创新是发展低碳产业的关键，但令人遗憾

的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排在江苏、北京、上海之

后。广州低碳技术创新的现状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与低碳城市的要求差距较大。由于财政投入不足、

金融信贷扶持不力，产学研整合不够，广州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不

多；节能环保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系统化、配套

化水平低，服务不规范，关键和共性技术缺乏；

LED企业研发基础相对薄弱，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

足，缺乏核心专利，同时产业技术人才缺乏，高端

工艺人才引进难度加大。

二、广州发展低碳产业的主要对策

发展广州低碳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重点推进、协调发展。当

前，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一）培育龙头企业

核心是促进广州企业走向“微笑曲线”的两

端，不断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向“微笑曲线”的

两端延伸指的是：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

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

络，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既是广州产业在国际产业

分工中获取产业竞争力的要求，也是实现低碳经济

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广州必须改变自身产业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升产业在研发

设计、销售及品牌环节的实力，加强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力求实现产业发展从“广州制造”向“广州

智造”的转型。同时，必须针对广州企业普遍存在

的突出问题，以龙头企业带动，延伸、完善低碳

产业链，实行分级联动，加强分类指导，形成产业

发展强大梯队。提升“龙头”企业带动力；打造一

批行业“骨干”企业；扶持一批“重点培育企业”

做大做强。在政策与资金上重点扶植龙头企业的同

时，积极培育一批目前规模不大，但具有一定产品

优势和发展基础的特色公司，引导企业不断完善公

司组织结构，形成长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适应大规

模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鼓励企业在既有价值链的

基础上进一步分工协作。

（二） 制定产业规划

建议编制促进低碳发展的若干规划，如《广州

“十二五” 低碳发展规划》 和《广州市低碳城市建

设规划纲要》，形成指导广州低碳城市建设工作的

行动纲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低碳专项规

划》，优化城乡建设空间布局，根据不同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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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生态功能要求和建设重点，配套相应的投资、

产业、土地和财政等引导政策；制定落实《广州市

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广州市绿色建筑设计指

南》、《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一体化设计

标准》、《广州市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站发展规

划》、《广州市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还

有《2013年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广

州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广州市低碳交通

运输体系试点城市规划（2013—2017）》等方案。

大力推进低碳规划，为低碳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要突出抓工业低碳化，将降低工业碳排放作为

重中之重。试行《广州市工业能耗指引》，研究建

立单位工业产品能耗统计和碳标识制度，力争纳入

工业用地控制标准。研究制定涵盖节能、节水、节

材、节地和CO2减排等要素的低碳发展关键指标体

系，指导产业用地招、拍、挂和产业集聚地建设。

（三）加强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始动力。创新从

五个方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产品从需求方

面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从供给方面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新市场从市场需求方面拉动产业成长；

新生产要素从供给方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新生产

组织从产业内部推动产业发展。目前，广州应推动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建设，改善创新服务环境，深化企业与高

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快低碳技术的引进和研

发，重点研究新一代生物燃料技术、碳捕捉、碳中

和、碳贮存、碳运送等技术，以及智能电力系统开

发和提高能效的相关技术等，大力实施煤炭净化技

术和加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低碳开发应用科

技项目优先立项。加快建立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

实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以及与建筑一体化的

光伏屋顶等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项目。

（四）增加森林碳汇

广州要全面提升林分质量、优化林相、发展森

林碳汇，持续开展对现有256万亩低质低效林和中幼

林的改造和抚育。至2015年，要完成总计10万亩碳

汇森林建设，消灭宜林荒山3.7万亩，增加森林面积

3.2万亩，使广州森林碳密度实现平均每年每公顷增

长2吨，在全国特大城市中保持前列。要着力推进

森林碳汇重点建设工程。以增加森林碳汇为主要目

标，逐年开展疏残林、低质低效林的林分改造；对

尚存的荒山、灌木地进行新造林；实施城区增绿、

新农村绿化和四旁绿化；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逐

步优化森林资源结构与分布格局，建立广州森林碳

汇监测网络的计量体系。全面实行立体绿化， 2012

年规划启动16个岭南花园建设，至2015年，在中心

城区及南沙新区等新城区率先形成白云新城、麓湖

等若干引领广州绿色景观亮点的园林精品片区。至

2015年，城区基本实现居住区500米以内见公园绿

地，全市绿道总长度达到3000公里。

（五）完善交易市场

建立和完善广州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广州

做好省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

需要，力争到2015年，基本建立制度健全、管理规

范、运作良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初步形成区域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力争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成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平台。广州碳排放权交易

应从自愿减排交易试验入手，到自愿与强制减排交

易并重，逐步实现强制减排交易，大力发展自愿

减排。要大力推进交易品种创新，与商业银行、基

金、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机构积极合作，

共同研发碳排放权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交易产品，

推动金融支持低碳事业的发展，使金融资本通过碳

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

的实体经济。充分发挥碳交易在金融资本和实体经

济之间的联通作用，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

经济的发展。带动形成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碳交易

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

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形成

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减排成本收益转化——

低碳资金投入的良性低碳循环。

（六）构建政策体系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充分利用现有的财政专项

资金，加大整合力度，重点支持低碳经济技术（产

品）研发、清洁生产示范工程、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重点项目，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新产品新技术推广，

低碳经济宣传、教育、培训和表彰奖励等。鼓励汽

车、家电、建材、办公设备等行业企业参与中国环

境标志低碳认证，并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购买获得环

境标志低碳认证的产品。二是完善价格政策。逐步

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

机制。鼓励实施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合理确定

再生水价格，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水平。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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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排污费等收费标准。对光伏发

电、风电、垃圾焚烧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按

照国家可再生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规定执行。对国

家明令淘汰和限制类项目及高能耗企业实行差别电

价，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盲目发展，引导全社会

节约资源。三是贯彻落实税收政策。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制定的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及时向

上级税务机关反馈执行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

极提出完善税收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四是建立和实

行一批制度和标准。研究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

和监测体系，完善能源消耗统计体系，研究建立公

共机构能源消耗统计制度。组织编制《广州市绿色

建筑设计标准》、《广州市绿色施工导则》、《广

州市绿色建筑施工验收规范》等技术标准，在琶州

白云新城等新区域推广实施绿色建筑节能新标准。

五是实施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采购制度。在低碳新

产品、新技术刚刚推向市场，产品发展的初期阶

段，“低碳”采购是一种很重要的激励手段。为了

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政府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低

碳采购制度，科学制定政府低碳采购标准、清单和

指南，指导具体的低碳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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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industry in Guangzhou,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Guangzhou’s 

low-carbo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as followed: cultivate leading companies, create industrial plans, strength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crease forest carbon sins, improve trading markets, structure policy system,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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