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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低碳发展转型思路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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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 %&&$ I%&!& 年城市统计数据!对长沙市低碳发展现状与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正处于

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长沙市能源消费增速虽有下降的趋势!但能源消费总量仍将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增长# 基于研究结果!

探讨两型社会背景下长沙市低碳转型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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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科学事实'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工作

重点#也是全球城市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契机' 发

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城市#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

放间的脱钩发展则是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重

要举措' 城市作为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最为集中的

区域#在碳减排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

此#作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低碳城市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政府普遍追寻的发展目标'

自 %&&K 年#上海和保定两市入选-低碳城市发

展示范项目.试点城市之后#国内各大城市如北京&

天津&广元&吉林&贵阳&德州&株洲&杭州等#纷纷提

出创建低碳城市的战略构想#并在局部领域进行了

探索(!)

' %&!& 年 K 月#国家发改委选择 $ 省 K 市作

为低碳试点省市#将低碳城市发展推向了一个高

潮' 结合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国内多数城市制定了

低碳城市发展目标及相对应的低碳发展对策' 然

而#这些对策往往缺少对城市低碳发展现状的系统

分析与评价#而缺少现状分析的低碳化发展对策往

往是-空中楼阁.#或没有针对性而无法实施#或定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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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错误而误入歧途' 在这种背景下#对长沙市低碳

发展现状#特别是与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能源供

给&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现状进行分析#将在一定

程度上对于长沙市创建低碳城市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区域概况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城市#地处洞庭湖平原#位

于中国中南部的长江以南地区#是湖南省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

试点示范城市#同时还是湖南省长株潭-A h$.城市

群的核心城市' 截止到 %&&B 年#长沙市辖雨花&芙

蓉&天心&开福&岳麓五区和长沙&望城&宁乡三县及

浏阳市#城市总面积 !!

K

!B>$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

面积 $$C>AA 平方公里#建城区面积 !%K 平方公

里##城市总人口 $K">&B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B!>KB 万人#市区人口 !K&>"" 万人'

##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

%&&B 年#长沙市实现 78P收入A "HH>HC亿元#

相比 %&&& 年!C$C>H! 亿元"增加了 A &KK>&$ 亿元'

人均78P达到$C C%&元#较 %&&& 年!!! %C%元"增

加了H$ A$K元'

图 !#%&&& i%&&B 年长沙市78P与78P增长率

图 %#%&&& i%&&B 年长沙市人均78P增长趋势

!二"产业结构水平

%&&& i%&&B 年#长沙市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其

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 %&&& 年的 !!>A`下降到

%&&B 年的 H>K`#降低 C>$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

占比重由 %&&& 年的 H&>B`上升为 %&&B 年的

$&>C`#提高 B>"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

%&&& 年的 H">K`下降到 %&&B 年的 HH>C`#降低

A>%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长沙市产业结构经过-十

五.&-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以工业经

济为主导#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二三一.

基本协调发展的局面'

!三"工业化水平

从工业化率来看#%&&& i%&&" 年#长沙市工业

化率均处于 %B` IAC`之间#为工业化初期阶段$

%&&K 年以来#长沙市工业化率均在 HA`以上#这标

志着长沙市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从就业结构来看#%&&A i%&&K 年#长沙市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及所占比例逐年减少#从 %&&A 年到 %&&K

年下降了 ">B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

口及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从 %&&A 年到 %&&K 年增加

了 C>%$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及所占比例

总体上也是增加的#自 %&&A 年到 %&&K 年增加了

!>C$个百分点' 因此#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及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综合分析#长沙市属于工业

化的中后期阶段'

表 !#%&&& i%&&B 年长沙市工业化率 单位%亿元

年份 78P 第二产业 工业增加值 工业化率!`"

%&&& C$C>H! %CK>H& !B$>C! %B>K&`

%&&% K!%>B& AA">A& %AK>"$ %B>A"`

%&&H !!AA>B& $&H>C& AH%>&& A&>!&`

%&&C !"BB>&& "B!>&& C&!>&& AA>H&`

%&&K A&&!>&& !$C">&& !A!!>&& HA>"&`

%&&B A"HH>K& !KBH>&& !$$H>&& H!>$&`

表 %#%&&& i%&&B 年长沙市各产业从业人员及比例

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及比例

第二产业

从业人员及比例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及比例

%&&A A$C>H& !AB>!%!AB>&H`" KH>CK!%A>"C`" !A%>$$!A">%&`"

%&&$ A$K>B& !%$>"H!A$>&A`" !&H>H$!%B>!&`" !%K>"A!A$>K"`"

%&&" AKH>&& !%$>%!!A%>C!`" !!">"H!A&>CC`" !H!>&%!AC>"A`"

%&&K ABC>$& !%A>H"!A!>!H`" !!B>&&!A&>&!`" !$H>&C!AK>K$`"

!四"城市化水平

%&&K 年#长沙市城市化率为 C!>%$`#分别高

于全省 !B>! 个百分点 !湖南省城市化率为

H%>%&`"以及全国 !$>C 个百分点!全国城市化率

平均水平为H$>"&`"' 从长沙市城市化率时间变

动趋势来看#%&&& i%&&B 年#长沙市城市化水平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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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高#由 %&&& 年的HH>"&`提高到 %&&B 年的

C%>CA`#较 %&&& 年提高了 !">BA 个百分点#年均

提高 !>"BA 个百分点#基本呈现出线性增长趋势'

根据雷/诺塞姆用-3.型曲线理论概括的城市化进

程一般规律#当前长沙城市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加

速阶段!A&` j城市化率j"&`"'

图 A#%&&& i%&&B 年长沙市城市化率变动趋势

##三#能源供给和能源消耗的现状及特征

!一"能源供给分析

长沙是一个典型的能源输入型城市#本地能源

类资源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其成品油全部从外地调入' 天然气由-西气东输.

工程供给#少煤&缺电更是不争的事实#太阳能&风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的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市

约 K&`的能源需从外部输入'

%&&B年#长沙全市能源生产总量为 A&C>AB 万吨

标准煤#比 %&&$年增长 H!>%&`#年均增长 B`$一次

能源生产量为 %H$>%C 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

BB`#水电占 !`"#比 %&&$ 年增长 !H>%&`#年均增

长 A>H&`$二次能源生产量!火电"为 C!>!A 万吨标

准煤#比 %&&$年增长 %$>$倍#年均增长 !%C>B&`'

表 A#%&&$ i%&&B 年长沙市主要能源产品生产情况

%&&$ %&&C %&&" %&&K %&&B

一次能源供给总量

!万吨标准煤"

%!">&% %AB>!% %CH>&C A&%>%C A&C>AB

水电!万千瓦时" !H BH&>&& " %$H>&& B A%&>&& B $K&>&& !" A$%>&&

原煤!万吨标准煤" %B">A$ AA&>AK A$H>"A A$!>AH AH&>A"

二次能源供给总量

!万吨标准煤"

%>A! %>AH B>$A $&>!% C!>!A

火电!万千瓦时" !K "C%>&& !B &%B>&& "" $%A>&& H&" KHC>&& HB" ACC>&&

##注%S==\%DDWWW>SG=E>O9Y><GDZSQNG:NGDFNR<<TDNGN:XF@FD%&!&!%D=%&!&!%&%

eK!"CC>S=[

!二"能源消耗分析

!>能源消耗总量' %&&$ i%&&B 年#长沙市能

源消费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 %&&$ 年的

! $C$>HB"万吨标准煤上升到 %&&B 年的% &C$>&$%

万吨标准煤#增加 HBB>$$$ 万吨标准煤'

%>能源消耗增速' -十一五.以来#随着节能

减排力度的加强#长沙市能源消费增速开始呈下降

趋势' %&&K 年#长沙市经济增速为 !!>$`$能源消

费增速为 H>CB`#为 H 年最小值' 从总体上看#随

着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实施#长沙市能源消

费增速仍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A>能源消费结构' 长沙市能源消费结构以

煤&油&电等为主#清洁能源发展滞后' %&&$ I%&&K

年#煤炭在长沙市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煤炭消费所占比重长期围绕在 "&`左右#这主要是

由于长沙市火力发电&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所占比

过大所致$石油消费比重略有下降#由 %&&$ 年的

%A>A"`下降到 %&&K 年的 !K>$%`$随着新奥燃气

进驻长沙#天然气消费比重有较大提升#由 %&&$ 年

的 !>%"`增加到 %&&K 年的 A>KH`$水电&风能等

新能源消费比重虽有提高#但增幅有限#从 %&&$ 年

到 %&&K 年仅增加 %>%K 个百分点'

表 H#%&&$ i%&&K 年长沙市能源消费结构 单位%`

年份
煤碳消费

所占比重

石油消费

所占比重

天然气消费

所占比重

水电&风能等能源

消费所占比重

%&&$ "A>AC %A>A" !>%" %>&&

%&&C "&>AC %H>"! !>BA A>&&

%&&" "%>AC %&>CB %>B$ H>&&

%&&K "A>AC !K>$% A>KH H>%K

H>能源消费效率' %&&$ i%&&B 年#长沙市单

位78P能耗逐年下降#由 %&&$ 年的 !>&A 吨标准

煤D万元#下降到 %&&B 年的 &>KHC 吨标准煤D万元'

表 $#长沙市单位78P能耗与湖南省和全国的比较

单位%万元

长沙市单位78P能耗

!吨标准煤D万元"

湖南省单位78P能耗

!吨标准煤D万元"

全国单位78P能耗

!吨标准煤D万元"

%&&$ !>&A& !>H"% !>%"C

%&&C &>BB& !>H%A !>%H!

%&&" &>BHH !>A$B !>!"B

%&&K &>KKC !>%CK !>!!K

%&&B &>KHC !>%&% !>&""

!三"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特征分析

本文所讲的碳排放均指由于化石能源消费所

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是指全社会能源消费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

产业以及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具体包括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

量和能源损失量三部分(%)

' 碳排放量采用 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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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计算#利用长沙市相关人口&经济&能源消费等

相关数据#得到 %&&$ i%&&B 年长沙市碳排放量'

表 C#%&&$ i%&&B 年长沙市碳排放总量

年份 P!万人"

78PDP

!万元D人"

2D78P

!吨碳D万元"

碳排放总量

!万吨碳"

%&&$ C%&>B%& %>HHK !>&A& A KA$>HCK

%&&C C%K>K&& %>""$ &>BB& H %A%>!%%

%&&" CA">AC& A>!!B &>BHH H $B">B!H

%&&K CH$>!H& A>HA" &>KKC H K!A>C&!

%&&B CCH>%%& A>C"$ &>KHC $ &$B>A""

!>碳排放总量' %&&$ i%&&B 年长沙市碳排放

总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从 %&&& 年的A KA$>HCK万

吨增加到 %&&B 年的 $ &$B>A"" 万吨# 增加了

! %%A>B&B万吨'

%>人均碳排放' %&&$ i%&&B 年#长沙市人均

碳排放逐年升高#由 %&&$ 年的 C>!"" 吨碳D人增加

到 %&&B 年的 ">C!" 吨碳D人#增加了 !>HH 吨碳D

人' %&&K 年长沙市人均碳排放为 ">HC! 吨碳D人#

虽低于上海!!!>"&" 吨碳D人"&天津!!&>$BK 吨碳D

人"&武汉!!&>H%C 吨碳D人"以及郑州!!&>%H$ 吨

碳D人"等城市#但高于株洲!">%BH 吨碳D人"' 从

总体上看#%&&K 年长沙市人均碳排放与其它大城市

相类似#其人均碳排放水平都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

平!!>AC吨碳D人"#大约是后者的 $>HB 倍'

A>碳生产力' %&&$ i%&&B 年#长沙市碳生产

率逐渐提高#由 %&&$ 年的&>ABC A万元D吨碳提高到

%&&B 年的&>HK% $万元D吨碳#提高&>&KC %万元D吨

碳' %&&K 年#长沙市碳生产力水平为 &>HC! 万元D

吨碳#虽与省内的株洲!&>%KH万元D吨碳"&及湘潭

!&>%!C 万元D吨碳"#以及中部地区武汉!&>ACC万

元D吨碳"&郑州!&>A%B万元D吨碳"等城市相比占

有一定优势#但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北京!&>CA&万

元D吨碳"&上海!&>$K% 万元D吨碳"等城市尚存在

一定差距'

图 H#%&&$ i%&&B 年长沙市低碳发展主要指标变动趋势

##四#转型思路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长沙市低碳发展水平

并不高'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实现长沙市低碳

发展转型#是当前长沙市创建低碳城市必须考虑的

问题' 目前#多个学者对此类问题已经有所涉及'

如周跃云&王汉青&赵先超(H)较早地以长株潭城市

群的重要一极株洲市为例#探讨了株洲市创建低碳

城市的路径&创建框架以及实现城市低碳发展的

-五化.对策#这些研究对于同样处于长株潭区域的

长沙市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张旺&刘建

文&赵先超(!)等则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城市低碳发展

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株洲市城市低碳发展的多元

经营主体问题#这为探讨长沙市低碳发展转型提供

了一定的指导'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长沙市实现

纸碳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优化能源结构' +可再生能源法,!%&&$"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到 %&!&

年和 %&%&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分

别达到 !&`和 !$`的目标' %&&K 年#长沙市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仅为 H>AK`#距离上述文件 %&!&

年的目标尚差距甚远' 为了实现长沙市低碳发展

目标#就必须抓紧编制+长沙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逐步降低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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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低碳生产' 立足-两型社会.建设背

景#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提高战略新兴产业所占市场份

额$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低碳化改造#促进有色金

属&陶瓷&化工等传统产业的节能减排#使传统优势

产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

推进企业&园区的低碳化改造#提高资源能源综合

利用效率$加快金融商贸&卡通动漫&电脑软件等新

兴服务业的发展$在市域内主要工业企业#如三一

重工&山河智能等进行低碳生产试点#通过先进适

用技术的应用#逐步提升企业生产的低碳化水平$

在农村区域大力发展优质&低碳农业#引导并鼓励

农民建立立体生态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资源循

环利用&区域产业循环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推广

农村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与清洁能源利用'

A>发展低碳建筑' 积极探索建立地方性低碳

建筑设计标准$积极应用低碳建材#坚决禁止生产

使用实心粘土砖#逐步形成建筑节能外墙&建筑空

心砖&节能门窗以及节能遮阳板等节能材料的产业

链$普遍采用绿色节能建筑技术#配套建设应用太

阳能&地热能等设施$推行低碳化施工#在优化建筑

施工流程的基础上#建立地方性低碳施工标准$加

快现有高能耗建筑的低碳化改造#特别是加快高能

耗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党政机关办公楼的节能改造$

加强低碳建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节约能源法,和

+建筑节能条例,#在建筑项目立项&设计&建造&使

用及建筑物拆除等各个阶段的管理中#遵循节能减

排的原则$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H>实施低碳交通' 积极倡导低碳出行#大力

提倡搭乘公共汽车出行#在局部区域率先启动建设

自行车公共租赁系统#倡导采用步行&骑自行车等

绿色出行方式$大力发展低碳公共交通#优化调整

公交线路$加快启动太阳能快速充电站建设#为电

动公交车&出租车及其他家用&专用电动车提供充

电服务$加快混合动力汽车&电动公交车在城市公

交领域的应用步伐'

$>提高碳汇能力' 提高城市森林覆盖率以及

城市绿化覆盖率#实施城市绿化工程#扩大城市园

林绿化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以及生态湿地面

积$创新项目投融资模式#加快碳汇林项目建设#实

施碳汇造林工程$深入开展环境污染专项治理行

动#推广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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