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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革命, 更是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其对人类

生产生活特征的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 低碳经济直接解决的是碳排放问题, 而这

又主要起因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

的现代特征。过大规模和过高比例的化石能源的使用

不仅可能使人类面临不可再生能源短缺的困境, 而且

已经造成 CO2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 酿成气候变

化的巨大危机, 因此, 降低碳排放的要求表面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权益之计, 实际也是提前破解资源能源短

缺难题的必要之举。低碳不仅是碳排放的降低, 也是

含碳量高的化石能源使用比例的降低。

其次, 低碳经济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创新, 更是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低碳经济的实现不仅要通

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增进能源的使用效率和碳储存

与转化的水平, 而且要通过低碳生活理念的传播和低

碳生活方式的塑造进一步降低整个经济与社会活动的

碳排放水平。正因如此, 低碳产业区和低碳社区建设

同样是低碳实践区建设的重点, 低碳城市不仅意味着

新的城市产业结构, 也同样意味着新的城市生活理

念。

再次, 低碳经济问题的研究凸显了生态环境问题

的外部效应, 不仅 CO2气体可以跨区域流动, 而且

其过高排放的后果将是全球性的, 因此, 低碳经济建

设的成果为全球所共享, 而低碳经济的建设也必须依

赖于全球的普遍参与, 只有形成合作共赢的区域间关

系发展新理念, 才能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达成更高水平

的国际合作, 从而使各国都能克服先增长后治理所带

来的巨大负面效应, 为全人类走出文化决定论的误

区、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创造条件。

最后,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

使得可持续发展等人地关系新思想不再局限于发展理

念的传播, 而是有了新的实现载体, 碳交易、碳补

贴、低碳银行以及低碳贫困户等经济概念的提出, 使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它不

仅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问题, 也有助于促进与碳排放和能源利用有关的技术

与管理创新。这将使保护生态环境有了更多积极有效

的经济手段, 也能更好地克服经济个体难以完全避免

的片面短视行为。

二、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以来, 理论界兴起了生态文明的研究

热潮。李良美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角度指出, 生态文

明是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 在生态自然平衡

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化协调发展的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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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全认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

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称,

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

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文化伦理形态
[ 12]
。对于

什么是生态文明, 学者们的具体表述各有所长, 但大

多认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乃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要

求, 它是在以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

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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