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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如果说北极的海冰融化速度加快、马尔

代夫群岛将被海水淹没、尼日利亚遭遇40年

来最大洪灾，这些对很多普通人来讲，都有点

遥远。那么，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去年夏季7·21

袭击华北的特大暴雨、南方多地突破历史极值

的高温天气、一个月之内连续登陆的 6 场台

风⋯⋯这些其实都是全球变暖引发的气候异

常，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伴随着人类

经济社会发展而日益增高的二氧化碳排放。

气候危机是人类目前面临规模最大、范

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气候环境

日益恶化已经刻不容缓。这一点已经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和科学家的认同。但是，我们仍

然常常听到有人质疑，碳排放并不是导致地

球变暖的惟一因素，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

每个人都会呼出二氧化碳，这点微不足道的

排放难道也会影响全球气候？这些都没有全

面认识温室效应的严重性。因此，在今天，我

国第一个低碳日里，首要任务就是正确并深刻

认识到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对气候造成

的负面影响。

当前，如何降低不断增高的二氧化碳排

放已经成为国家、城市、企业乃至个人的共同

选择。低碳并不是一个距离现实还有点遥远

的任务，也不只是一个故作时尚的生活理念，

而是必须当下就承担起的现实责任。

低碳，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当前面临的气候变化问

题，是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

累排放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多

的减排责任。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追赶

的同时，也应积极节能减排。在这方面，我国

作出了积极贡献。“十一五”期间，我国是节能

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从 2005 年至 2012 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1%，相当于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16 亿吨。这一点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积极肯定。

低碳，也是各个城市共同的选择，向低碳

城市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大势。城

市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政策实验室，自

2010 年，我国开始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

云南五省以及重庆、天津、厦门、深圳、南昌、

杭州、贵阳、保定八市开展低碳试点，低碳城

市建设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低碳正在渗透

入城市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居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

历史阶段，已经出现了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增

长过快、高碳排放等问题，我们更需警醒和防

范，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低碳、节地、节

能、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低碳，更是对现有生产方式的一场深刻

变革，绿色生产应该成为每个企业共同的选

择。对我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更有现实的

紧迫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高排

放、高污染、高能耗，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

资源紧缺、生态退化，环境突发事件层出不

穷。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粗放的生产方式，

要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努

力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对能

源、钢铁、纺织、建筑等高碳行业而言，只有加

速与低碳时代接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树立

新的优势，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是一种负责

任的生活态度，更是并不难养成的生活习

惯。选择低碳生活，与我国素有的勤俭节约

生活传统一脉相承，既降低了自己的生活

成 本 ，也 会 让 地 球 更 加 健 康 。 有 些 人 也

许 并 不 知 道 ，衣 食 住 行 都 会 消 耗 能 源 转

化 为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使 用 电 器 、开 车 甚 至

喝 果 汁 都 会 产 生 相 当 的 碳 足 迹 。 我 们 倡

导 低 碳 生 活 ，并 不 是 过 苦 行 僧 的 日 子 ，而

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资源消耗，

聚沙成塔，共同用行动减缓气候变化。如

今，低碳一族、乐活行为已经蔚然成风，关

键需要端正认识，需要推广，需要坚持。在

倡导低碳生活的同时，更急需建立健全资源

回收体系等，为低碳生活提供坚实有力的支

撑体系。

让低碳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齐心协力，

共同为持续高烧的地球降温。

让低碳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
□ 端 然

今天是我国首

个“全国低碳日”，今

年的主题是“践行

节能低碳，建设美

丽家园”

@武汉舵落口
全球气候日益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

态系统严重失衡，传染疾病肆意蔓延已经给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遏制气候变
暖,拯救地球家园,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更是
我们央企员工所肩负的责任。

@aapplleeccee
低碳生活有很多小窍门，比如煮饭提前淘

米,并浸泡十分钟，然后再用电饭锅煮，可大大缩
短米熟的时间，节电约10%。每户每年可因此省
电4.5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3千克。
如果全国 1.8亿户城镇家庭都这么做，那么每年
可省电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78万吨。

@愚人
低碳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价值观

念。高排放作为一种“无声的危机”，影响的是
人类长远的发展，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历史的进
程中主动向前看、向远看，因为你我今天不经意
排放的一点点“碳”，聚集起来，对未来的人类很
可能就是一种灾难。 本报记者 温宝臣整理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大形势下，发展低
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低碳经济并不仅是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实质更是对能源消
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
全新变革，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转
向生态文明的一次大跨越。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能源资源压
力，我国又当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助力美丽中
国建设？

能源结构要优化

一栋三层别墅的顶楼阳台，若干自制的木
头支架，11块平铺其上的光伏面板。这个不足
30平方米的私人空间，就是家住上海市闵行区
七宝镇万科城市花园的环保爱好者陈继霖的

“个人发电站”。他的这套光伏发电设备在上
海的光照条件下，年发电预计能达到 2600 千
瓦时，相当于减少了2吨至2.5吨碳排放。

近年来，以太阳能为突出代表的新能源在
我国快速发展，正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统计显示，二氧化碳三个重要来源中，
比例最大的就是火电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的 41%。因化石燃料过度消耗产生的温室
效应已愈加突出，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逐渐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是我国减缓
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战略选择。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新能源发展路上
“昂首阔步”时，不能忘记眼下煤炭依旧在我国
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占绝对性地位的国情：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
煤炭的主要消费方式还是直接燃烧，燃煤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的 85％以上；同时，我国能源效率总体偏
低，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
美国的 3.3 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
国家。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更需加大煤炭的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兰州之所以能够甩掉全国“污染最严重城
市”的“黑帽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推广煤炭的
清洁利用，从民生的高度和政府的层面对高效
煤粉锅炉进行大力推广。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 2012 年在
能源领域的减排成绩，我会选择‘极好’。”近日
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接受
记者采访时作出如此评价。

绿色建筑需推广

在二氧化碳来源中，建筑排放占比达到
27%，并且这一数据随着房屋数量的增加还将
继续增加。根据相关统计，在我国城乡 430 多
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中，达到节能标准的仅占
5%左右，而新建筑有 80%以上属于高能耗。

发展低碳经济，建筑低碳节能是重要环节
之一。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
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
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量。2012 年上海世博会就体现了这一理
念，其中零碳馆格外引人瞩目。

零碳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墙体表面附
着的特殊荧光涂料，这些材料白天储存的太阳
能将在夜间释放荧光，减少照明能耗，使展馆
成为会发光的建筑。零碳馆的屋顶上有 20 多
个五颜六色的风帽可随风向随时变化，利用温
压和风压将新鲜空气泵入房间，完成室内空气
的更新。阳光和水的利用也成为零碳馆中节
能减排的一部分，屋顶上的太阳能热水板可将
太阳能转化为热能。通过屋顶收集雨水，净化
后用于冲洗卫生间、车辆或灌溉植物等，减少
了建筑对自来水的需求。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建筑
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比例将继续攀升。推进
建筑行业实现低碳发展，通过系统的节能设
计，利用新的节能材料和技术，实现低碳排放，
显得十分紧迫。

汽车产业要转型

在二氧化碳排放来源中，增长最快的是
汽车尾气排放，占比 25%。近年来我国汽车
保有量不断攀高，这一问题已越来越严重，由
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问题也更加引
人关注。

解决汽车尾气排放，除了使用清洁燃油、
提高内燃机的燃烧效率等，更重要的是实现汽
车产业低碳发展，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替代
燃料汽车。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经过近 10
年的研究开发和示范运行，基本具备产业化发
展基础，电池、电机、电子控制和系统集成等关

键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开始小规模投放市场。尽管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目前还面临着不少制约，但将是
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纯电动汽车在行驶阶
段实现了零排放，但其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
力，以及储备电力所用的电池等产生的碳排放
可能不比传统汽车低。因此，要真正实现电动
车的零排放，必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加
大采用清洁能源。

近年来，排放标准越来越严、小型车消费
崛起、节能环保车型的研发步伐加快，无不体
现出社会对低碳的重视。然而，汽车产业发展
与保护环境的较量将是长期的。

低碳经济：助力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沈 慧 温宝臣

在不久前刚刚举行的北京科技周上，一种
以水培技术种植蔬菜的“智慧菜园”分外抢眼：
只见一个高一米左右的柜子里面，长满了各种
蔬菜，神奇的是柜子里无需土壤，只需液体营
养液⋯⋯“我们专为都市家庭设计，确保种植
过程中不接触化肥、农药等，低碳环保。”专业
人士的讲解充分调动了人们对低碳生活的热
情，引来很多人围观。

的确，低碳生活已成为当下最“时髦”的生
活潮流，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低
碳生活顺应自然的呼唤，倡导减少二氧化碳的
排放，即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
代表着更返璞归真地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
如果说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这些环保理念已成
行为准则，那么低碳生活更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生活方式。

减少碳排放

生活中，只要我们稍加用心，结合必要的
知识常识，低碳生活便可以轻松贯穿每一天：
早上出门前随手关闭家中电源；上班时尽量选
择轨道交通+自行车的低碳出行方式；办公时
尽量使用电子文件，减少纸张和打印机的使
用；电脑休息时采用待机状态，不用屏幕保护；
光线充足时，减少照明；外出用餐时少用一次
性饭盒、出门购物时不用塑料袋，家中垃圾分
类投放⋯⋯其实，只要秉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低碳生活就在你我身边。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白领许焯不久前刚
刚乔迁新居。他家的新房就装修得很低碳，从
环保材料、环保装修到节能电器、灶具，许焯夫

妻俩没少下功夫，就连太阳房的窗帘，也精心
选择了隔热性好的环保材质。“这可是尾货利
用，物美价廉。”提起节约，两人喜笑颜开。“我
妈妈还将喝过的茶叶晒干做枕头芯，不仅舒适
环保，还能改善睡眠。”记者看到，许焯家阳台
上还摆放着“变废为宝”的花篮、花瓶等小物
件。据统计，全球 1/3 的碳排放来自建筑行
业，如果每个人在装修时都能考虑一下低碳环
保，节能空间将十分巨大。

“少吃些肉吧，不但低碳环保，还能令你身
材轻盈，身体健康。”刚刚工作不久的冯晓松，是
一名快乐的素食主义者。自从大一时接触到素
食的好处，冯晓松已经坚持素食六七年了。“最初

只是为了减肥，后来发现素食的附加好处还有很
多,长期困扰的痘痘也不药而愈。由于不吃肉，我
的伙食费也很低，真是低碳节约一举多得。”联合
国数据显示，全球肉制品加工业排放的温室气体
占排放总量的50%，如果选择成为一名素食主义
者，每年可以减少约1.5吨的二氧化碳排量。

增加碳汇量

要想低碳生活，除了厉行节约，还可以尽
己所能地增加碳汇量。例如：在装修中尽量选
择竹制、藤制的家具，这些材料可再生性强，能
减少对森林资源的消耗，也变相增加了碳汇量。

基于同样道理的，还有一次性筷子：我国每年一
次性筷子产量高达 800亿对，每年仅为生产一
次性筷子就减少森林蓄积200万立方米。我们
可以不使用一次性筷子，随身携带环保筷。每
减少1万双一次性筷子，就能少砍0.32棵树，减
碳3.7公斤，并变相增加了碳汇量。

此 外 ，在 家 中 种 花 种 菜 也 是 不 错 的 选
择，能够起到增加碳汇和减少碳排放的双向
作用。就拿开头提到的“智慧菜园”来说，北
京市民罗大爷便从中获益不少。“退休没事
儿种种菜，不但低碳环保，还能锻炼锻炼身
体，挺好！”自从罗大爷开始种菜后，电视看
得少了，在阳台上活动种菜多了，不但节省
电费，还身心愉悦，省下了看病买药钱。“最
主要的是，原本买来的蔬菜怕农药残留，要
用很多自来水、消毒液浸泡、清洗，现在自家
产绿色的，放心多了，稍稍清洗就行了，少用
了不少水。”罗大爷像菜农一样把种菜的账
算得清清楚楚。

植树造林是最好的增加碳汇储备方式。
“捕捉”二氧化碳的能手就是树木本身。据统
计，森林每年生长 1 立方米蓄积，大约能吸收
1.83 吨二氧化碳。一辆汽车一年排放的二氧
化碳只需要 14亩人工林就能吸收。

总之，低碳生活做起来真的很简单，例如
洗澡时水温度调低 1 摄氏度，每次洗澡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35 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对
个人“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几项小建议，如把
在电动跑步机上 45 分钟的锻炼改为到附近公
园慢跑，可以减少将近 1000 克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
晾干，可以减少 2300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低碳生活：顺应自然呼唤
本报记者 郎 冰

网友说低碳

6月14日，国家电网济南历城供电公司的工

作人员在彩石镇南宅科村对张亚洲的分布式光伏

电源项目进行并入电网运行前的最后一次验收。

今年61岁的张亚洲老人在电力系统工作了

36年，退休后投资30多万元建起了50千瓦/小时

的分布式光伏电源项目。“为用户送了半辈子的

‘火电’，现在时兴低碳的‘清洁电’，俺也为节能减

排做点贡献。”

通讯员 郑 琳 韩金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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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促进

生活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