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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展，使用的能源就越多，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其令人不安的程度并不仅仅因

为事实如此而有任何减少，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候。所以，当芝加哥大学的大

气科学副教授伊丽莎白·莫耶在该校举办的中美气候论坛上展开讨论的时候，她通过图表

说明了过去数百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传递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图

中的点簇一直向上攀升，反映了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 
 
该图表并不预示着未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雄心壮志：随着中国走向繁荣发展，即使中

国可能秉持节能的良好意愿，其能源消耗将继续增长。更重要的是，目前煤电约占中国全

国总发电量的 80%，如果中国的能源消耗继续依赖产生碳排放的煤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
况？莫耶用更多的幻灯片来说明对气候的巨大影响，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并最终给中国地

势低洼的沿海城市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会通过节能找到出路”，莫耶说，“我们将不
得不寻求更多的能源来源”。 



 
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保尔森基金会和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5月 19日共同主办了这个中
美论坛，中美两国的专家们在会上进行的讨论和演讲可以说再迫切不过了。学者们一致认

为中美两国的专家、政府领导和商界领袖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能源挑战并解决应对气候变

化所必需的经济转型问题。他们指出，中国在 2014年 11月签署的中美气候协议中承诺
到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国方面有新的
意愿与美国展开合作，甚至可能为其他国家树立效仿的榜样。 
 
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介绍了他有

关中国的碳排放带来的健康影响的开创性研究。他研究了中国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居民的

预期寿命，因为淮河是中国划定燃煤供热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政府提供的免费

供热。）根据格林斯通的研究，淮河以北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淮河以南的居民短 5 年。
“全世界都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环保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格林斯通说，“能源的价格应该
反映其在健康和气候方面造成的损害”。 
 
河北工程大学的空气污染问题专家王丽涛介绍了中国为减少空气污染（PM2.5细颗粒物
排放）而设定的积极目标。到 2017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要减少 25％，上海长江三角
洲地区要减少 20％，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减少 15％。她指出，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
展。邯郸（王丽涛的家乡）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2014年 PM2.5排放量减少了
17.5％，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关停了一些低效的小型燃煤电厂。“我很乐观，因为地方和中
央政府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王丽涛说。 
 
中国将如何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著名气候问题专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表示，由于大约 3 亿农村居民将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迁入城市，
中国正在从开发新技术到推动低碳城镇化的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但在此期间，邹骥说，中

国无法关停就目前而言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燃煤电厂。他补充道，“中国拥有最先进的

燃煤发电技术”，在排放方面与燃气发电相差无几。“我们需要设计合适的策略”，他说，
“价值判断的变化将有助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从某种程度上必须推动减少个人能源
消耗，而不是更多。 
 
根据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提供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这可能并不容易。据调查，

环境问题在中国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中甚至都排不到第二、第三或第四位。（贫富差距

和腐败是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不过，杨大利指出已经出现了代际变化，不同收入群体

中有更多 17-29岁的年轻人比年长的群体更关心环境。 
 
上午论坛活动的最后一项是由格林斯通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进

行有关中国的内容广泛的对话。保尔森指出，保尔森基金会正致力于在中国实地开展可持

续城镇化以及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保

尔森说，“我们有大量分歧，但同时也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如果我们不
相互合作，就更难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取得进展”。保尔森称近期达成的中美气候协

议“举世瞩目”，补充说“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环境和经济风险。中国领导人十

分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