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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气候变化：一种结构调整进程 

 

贸发会议《200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若采取  
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将有所获，而非所失  

 

2009 年 9 月 7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200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贸发报告》)
1
 

阐明，缓解气候变化与发展目标并不矛盾，它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进程，会

提供大量经济机遇促进发展。 

 

订于 12 月份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借此，所有国家都可

以参与到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框架中来，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和限制全球变暖。报

告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若想从这些机遇中受益，就不能单凭市场力量推动

必要的结构调整；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跻身于迅速成长的“绿色技术”

和“环境商品”市场。 

 

今天，发布了《2009 年贸发报告》，副标题为“应对全球危机”和“缓解气候变化与

发展”。 

 

                                                
* 联系地址：新闻办公室，+41 22 917 5828，unctadpress@unctad.org，http://www.unctad.org/press。 
1
 《200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出售品编号：E.09.II.D.16，ISBN 978-92-1-112776-8）可按以下地址向联合国

销售组购买，或向许多国家的联合国销售机构购买。售价：55 美元；对发展中国家、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特价：27.5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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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ubli@un.org ；美洲和东亚国家请将订单寄至：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Two UN Plaza，DC2-853，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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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表明，若不减缓全球变暖，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社会和经济后

果，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受到尤为强烈的不利影响。到本世纪末，气温升幅可高达

6 度。为改善发展和减贫前景，必须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便在 2050 年之前，

将气温升幅限制在 2-2.5 摄氏度。然而，若不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果断政策措施，启动

结构调整进程，朝着较为无害气候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转变，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必须承担带头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它们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在

大气累积温室气体中所占份额最大，它们也具备更强的经济、技术和管理能力，可快

速转变为低碳经济。不过，促进缓解气候变化也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

体。《贸发报告》表示，气候变化的缓解将极大地改善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和减贫前

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中，特别是在其中最大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出现了急剧上升的趋势。除非这些国家也大力采取行动，改变能源使

用配比及生产和消费模式，否则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报告说，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产品和工艺创新与其他创新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它们

均源自创业精神和对竞争性收益的追求。不过，由于缓解气候变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

项全球公益，这方面的创新也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途径包括引入规章制度，强制执

行或禁止某种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确定排放绩效标准以及制定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条

例。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在报告概述中表示，“直至今日，致力于开发

替代能源和更清洁生产方法的公共和私人研究仍未获得充足的投资，这导致了当前生

产和消费模式的‘碳锁定效应’。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包括补贴和公共获取

专利，以推动技术进展和加速弥补过去投资不足的进程。此外，经验表明，当公共部

门带头进行研发和实际运用新技术时，技术变革会取得较快进展。” 

 

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们称，必须把缓解气候变化看作一个结构调整进程，它要求许多

家庭、企业和经济体共同承担调整重担，但也为产品和工艺创新、收入增加及就业增

长提供了大量新的机遇。他们将该进程与过去的机械化、动力化和数字化进程及其他

结构调整进程相提并论。贸发会议报告还提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历，表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协同效应。 

 

从这个角度看，缓解气候变化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取舍。现在已经有了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所需的大部分技术，不过，仍需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加以应用。另

外，有必要进一步开发和使用新技术和再生能源。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再

生能源、绿色技术、节能汽车、节能建筑和节能电器市场将在未来几十年里迅速成

长，而且，增速很可能会超过任何其他市场。因此，对每个国家而言，气候变化的成

本取决于其国内非矿物能源及无害气候的设备、电器和消费品的生产所能产生的“附

加值”的多少。 

 

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从转向再

生能源、无害气候技术、低碳设备和电器以及更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结构调整带来的

机遇中受益”。成功参与这些新的市场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将气候变

化缓解政策与快速增长相结合。然而，切不能将这一进程听凭市场摆布：它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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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的产业计划，以推动生产此类商品方面的能力建设，或刺激参与此类产品的生产

和后续升级活动。 

 

“绿色技术”和“环境商品”的全球市场仍由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但一些发展中经

济体所占市场分额也在不断增加。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应将其部分

发展战略融入该市场。《贸发报告》表示，“对一些国家而言，缓解气候变化为利用

天然比较优势(特别是生产低碳能源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遇，迄今为止，这

些优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极少；对其他国家而言，则可能会为打造新的、充满活力的

比较优势提供机遇。” 

 

发展中国家可促进气候保护过程中的创新，促进适于特定地方环境的环境商品创新，

并推动利用比较优势。这些国家还可以通过融入国际生产链，参与绿色技术和环境商

品市场。在制造业的其他部门，许多国家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抓住快速成长的

新兴市场提供的机遇和战略融入这类市场并非全新的挑战。它们是成功的多样化战略

和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内容。每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都必须制定自身的战

略，以融入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新式产品的新兴市场。这些战略必须同时顾及当地

对特定“环境商品”的需求以及在当地生产此类商品的可能，包括为区域和全球市场

生产。 

 

公共机构的研究和开发、专利获取条件的放宽以及对无害气候的设备、电器和消费品

生产的财政和资金支持等，都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绿色技术和环境商品产业。此外，也

可以把目标明确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作为产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以借此全球建设低碳

经济的东风。同在过去实现了大规模技术进展和创新的其它领域一样，政府采购可发

挥决定性作用。报告表示，在前瞻性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特别重视无害气候创新及绿

色技术和环境商品生产的积极产业政策尤为重要，因为由于多边协定对该领域的严格

限制较少，其支持措施的政策空间要比其它领域大得多。 

 

适当的国际性措施可极大地鼓舞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参与为遏制全球变暖而

做出的努力。考虑到在缓解气候变化过程中实现的公益，可将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

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灵活性解释为放宽专利保护，如允许为使用了无

害气候技术的无害气候设备和商品的生产及相关工艺颁发强制专利许可。这一点类似

于授予有利于公共卫生的药物的豁免。此外，国际社会还需动员额外资金，不仅是为

了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也是为了支持它们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

贡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