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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出生於河南省焦作。

■196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地理系，1966年研究生畢業於中國科學院。

■現任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

生導師；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首席科學家；國家規劃專

家委員會委員；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曾獲國家發明獎一項，中科院科技進步一等獎一項。與意大利前總

統錢皮一起獲2007聖弗蘭西斯國際環境大獎。

■代表作品有《自然資源開發原理》、《持續發展導論》等。

記者：中國「十二五」規劃關於環保的指標中，首

次將非化石能源比例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CO2排

放強度及森林蓄積量納入其中。您對此如何解讀？

牛文元：這體現了中國嚴格履行對國際社會作出的
承諾。中國在2009年氣候談判中對國際社會承諾：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
右，碳強度相比2005年下降40%至45%，森林面積比
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增加13億立方
米。這次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三個指標，實際
上是這些目標的近期任務，表明中國已積極承擔相
應的國際義務，以及實現綠色發展的決心。
節能減排是一項長期任務，與中國目前的能源結

構、產業水平有關，也與整個社會對節能減排和環
境保護的認識有關。節能減排的約束性指標是改善
環境質量、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手段，必
須長期堅持不懈。

加大減排力度　發掘新能源
記者：「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要為節能減排做出哪

些努力？

牛文元：在「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要加大力度降
低單位GDP能耗、傳統能源利用和CO2排放量，否
則，未來可能會出現國內資源、能源供應不足，國
際上的供應也出問題的狀況。目前來看，中國能源
安全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因此，儘管應對氣候變
化、推進節能減排任務艱巨，但卻是中國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另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以化石能源為主

的能源結構難以改變，依靠新能源改變中國能源結
構，將是長期過程。因此，中國必須堅持節能減排
優先原則，加快對高耗能、高耗材、高排放、低效
能產業的技術改造，而且在「十二五」期間，中國
還需要積極推動合同能源管理等有效的市場方式來

推進節能減排。

清理高碳行業節能增碳匯
記者：如何確保「十二五」減排工作落到實處？

牛文元：可以把節能減排目標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
展綜合評價體系，並作為地方行政官員的綜合考評
和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另外，黨政領
導對節能減排的認識和重視程度，也是「十二五」
階段落實節能減排工作的一項重要保證，這需要建
立正確的評價體系，與領導幹部的工作掛 。
記者：「十二五」期間的節能減排工作需要重點治理

哪些行業？

牛文元：中國在工業、建築、交通三大領域中的生
產規模大，能耗基數高，導致了溫室氣體排放明顯
處於「高碳水平」，這必然會給經濟、政治、社會、
外交、生態等帶來一系列影響。其實，在未來十
年，中國都需要重點治理這幾大類節能減排重點行

業。其中，最主要問題就是節能，增加清潔能源等
新能源比重。其次，是增加碳匯。另外，還需要努
力創新技術，少使用能源，但提高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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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球競爭力 四管齊下促綠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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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保持經濟連續快速增長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中國，正經歷一場綠色低碳大變革：積極推進高

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努力倡導低能量、低消耗、低開支的低碳生活。國務院參事、中國科

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提出，為了實現

中國綠色低碳發展，中國當前應四管齊下──盡速制定《中國綠色低碳發展行動計劃》、建立

「中國碳足跡檔案」、完成「中國碳源碳匯平衡表」、出台「促進綠色低碳經濟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張昕

「十二五」減排目標 納入地方考核體系

中國低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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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七部

在 牛文元看來，低碳發展不光是人類的一種生活態度和方
式，更已成全球競爭的焦點之一，低碳發展及低碳技術在

未來世界經濟版圖中必將佔據重要位置。因此，發展低碳經
濟，是摒棄以往先污染後治理、先低端後高端、先粗放後集約
發展模式的最現實途徑，也是實現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雙
贏的必然選擇。不過，他亦坦言，低碳經濟在中國發展是個長
期過程，「把以往的高碳經濟轉變為未來的低碳經濟，既需要
政策以及制度的支持，又需要技術以及每個個人的支持，這需
要一個過程。」

工業交通建築 城市污染罪源
牛文元向記者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內地地級以上287座

城市中，排放出的CO2（二氧化碳）約佔全國排放總量的72%。
全國經濟100強城市排放出的CO2，約佔全國排放總量的51%。
在全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中，由於交通擁堵每天多排放出CO2約
7.6萬噸，一年多排放2,800萬噸。因此城市是內地CO2排放的集
中大戶。
他指出，城市的CO2排放，主要集中在工業、交通、建築三大

高耗能領域。數據顯示，中國工業能源消費佔據了能源消費總
量的60%以上，其中鋼鐵、水泥、採掘、化工、建材、電力等主
要高能耗產業，佔了工業能源消費的三分之二。中國十大發
電集團2009年的總耗煤量超過6.1億噸，佔全國煤炭總耗的五
分之一，僅排名前三的發電集團（華能、大唐和國電），CO2

的排放總和就超過英國全國的排放量。而且，在中國每建1平
方米房屋，要消耗0.8平米土地、55公斤鋼、0.15噸標煤、0.25
立方米混凝土牆磚，並排放出0.75噸CO2。自2000年以來，中
國每年平均房屋竣工面積約20億平米，因此建築領域的能耗
和碳排放十分驚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明顯處於「高碳狀
態」，必然會給經濟、政治、社會、外交、生態等帶來一系列
的嚴重挑戰。

低碳發展計劃 具宏調約束力　
為此，牛文元建議，由國家發改委，工信部、交通部、鐵道

部、城鄉建設部、環保部、科技部，組成「一委七部」的聯合
機構，統一制定出工業、交通、建築三大高耗能領域與中國百
萬人口以上城市的「中國綠色低碳發展行動計劃」，設計2011至
2020逐年調控總量和具體指標，並與國家的「發展規劃」、「能
源規劃」、「循環經濟規劃」和「節能減排規劃」相銜接，形成
一個具有宏觀調控約束力的低碳發展藍圖。他並建議該方案應
進一步分解到相關的地區、部門、企業和城市，作為政績考核
的組成內容之一。

詳查「碳足跡」 應對「碳壁壘」
為了實現節能減排和低碳發展管理上的精細化，強化減排效

果的監測，牛文元建議，對中國規模以上企業和百萬人口以上
城市，依照公認的「卡亞公式」計算規則，分行業、分類型、
分產品進行一次基底詳查，建成以2010年為基礎年的「中國碳足
跡」檔案，作為政策頒行和年終考核的基本依據，保證減排計
劃的落實和目標實現。
國際標準組織正在積極制定產品碳足跡標準，目前已經完成

草案擬定，計劃於年內發佈。有關專家表示，一旦「碳足跡」
認證國際標準出台，商品加注碳標籤將不可避免，「碳足跡」

標籤制度將成為發達國家對中國產品的新貿易壁壘。法國於去
年7月通過的「新環保法」，要求從2012年7月起，在法國銷售的
消費品必須具備「碳足跡」標籤。從今年年初開始，歐盟及韓
國等地的客戶已要求企業提供產品「碳足跡」的相關數據。
「碳足跡」標籤認證一旦進入實施階段，必然形成一個新型的
「碳壁壘」，中國必須未雨綢繆，加以應對。

蒐集碳匯數據 針對國情謀策
牛文元稱，在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的同時，也要積極推進符

合中國國情的碳匯體系建設，提高中國碳匯能力。碳匯
概念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應把森林、草原、
荒漠、濕地、乾地、農田等產生的碳匯價值都
計算在內，建立自己的碳匯體系、標準、碳匯
會計和碳匯交易規則。
他強調，要加強對碳源碳匯的研究，通過探

測與分析，獲取生態系統碳匯數據，摸清碳匯
家底，提出生態系統固碳、減排的方案，提出
增加碳匯的具體辦法舉措。為此，牛文元建
議，應用傳統的抽樣調查和衛星遙測方法，對
中國的碳匯資源進行定量評估，制定中國首個
「碳源碳匯平衡表」，為碳固定、碳循環的動態
監測，為推行碳補償制度提供基本依據。
此外，牛文元認為，全國人大應盡速制定具

有中國特色的「促進綠色低碳技術發展法」，
特別對於碳中和標準、碳定額制定、碳交易規
則、碳稅收核定、碳基金管理、碳補償機制
等，做出明確的規範，並據此出台一系列仲裁
標準、獎懲條例、政府採購和市場准入門檻等
配套政策。

「《紅樓夢》中的《葬花詞》寫

得很美，但明顯不懂循環經濟，

而清朝文學家龔自珍則深諳此道，『落紅不是無情

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無疑是低碳、循環的詩意表

達。」

作為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

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第二屆環境大使，牛

文元向記者談起低碳、可持續發展時娓娓道來，言

語間不僅透出深刻卓然的思想理念，更散發 洞達

融通的人文情懷，而這些離不開其投身「可持續發

展」近三十載的學術研究和人生感悟。

開拓可持續發展研究
1983年，為考慮21世紀全人類發展方向發展戰

略和發展模式，聯合國組成了一個專門委員會—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並委任挪威首相布倫特萊

夫人起草一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報告。為此，布倫

特萊夫人在全世界物色了22位專家，組成專家委員

會。

牛文元應邀與中國科學院院士馬世駿一道，參與

起草聯合國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我們共

同的未來》（即布倫特萊報告），成為在中國最早投

入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先鋒與開拓者，並以「一馬一

牛」的稱號享譽學術界。

開創「牛氏指標」
1988年將可持續發展列入中科院的研究計劃；

1992年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議之前，牛文元在中

國首創「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室」並兼主任。

2001年因研究「國家現代化」問題，提出了一整

套全新的理論體系，被境外學界稱為「牛氏指

標」。

1998年至今，牛文元主持出版了每年的《中國

可持續發展戰略》年度系列報告，提出了中國可持

續發展的戰略目標、發展內涵、實施框架，創建了

評價中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構造了中國

各地區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總結了中國十多年來

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總體成就，此報告已成為國

際社會了解中國的權威文本。

在可持續發展研究方面有如此建樹，沒有一顆

對自然界的敬畏之心是很難想像的。牛文元對記者

說：「自然界是綠色生產者，生產碳水化合物，供

給消費者——食草、食肉動物，生產者和消費者形成

的廢棄物或排泄物扔到地球環境上，之後經過分解

者（微生物）的降解，又變成了新一輪生產者的供

應物。」他笑言：「你們看，自然界的循環多麼完

美、多麼高效，一點都不浪費。因此，循環經濟並

非人類發明，而是人類向自然界學習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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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元接受本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昕攝

■汽車污染排放嚴重。圖為新能源汽車。

■牛文元指出城市是污染的
罪魁禍首，建言四管齊下，
推行中國低碳變革。後圖為
綠化後的上海市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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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側記

世界級學者 融通科學人文

■「落紅不
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
護花」，牛
文元把自己
的理想與中
國可持續發
展戰略融為
一體。

■牛文元指出城市是污染的
罪魁禍首，建言四管齊下，
推行中國低碳變革。後圖為
綠化後的上海市一隅。

「四管齊下」促低碳發展：
■盡速制定《中國綠色低碳發展行動計劃》

■建立「中國碳足跡檔案」

■完成「中國碳源碳匯平衡表」

■出台「促進綠色低碳經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