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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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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直以来，环境因素是困扰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一方面，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势必离不开大量的工厂兴建，而排

污措施做不到位则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环境保护而将有污染的工业全部关闭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工业经

济发展。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环境因素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此提出几点改进建议，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以此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与工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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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业经济
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经
济的发展对气候、水及土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工业经济发
展中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使得全球变暖问题日
益严峻，这也是工业经济发展造成的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
2015年 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 200个缔约方在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我国于 2014年提出到 2030年左
右全国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与应对
气候变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1 气候变化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1.1 气候变化因素分析
气候变化是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总体来看有以下

两方面方面原因导致：第一，人类活动对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多而
对气候产生的影响，然而人类的发展经过了几千年漫长的过程，对
于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全球变暖问题呈现急剧加快
的模式，因此人类正常的活动作用可以说其实很小，这种碳排放是

长期积累导致的结果；第二，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发展加速了对化石
燃料的燃烧，同时碳排放量规模急剧增加，几十年的工业发展对今
天的气候变化有十分严重的影响，这也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影
响。

1.2 目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碳峰值”与“碳中和”问题
分析

我国制定的目标是到 2030年达到碳峰值，到 2060年实现碳中
和，“碳峰值”指的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某一时期达到历史最高
值，此后呈现逐渐减缓的趋势，而“碳中和”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过
节能减排、种植绿植等方式抵消工业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实现二
氧化碳净排放量为零的目标。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报告，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碳强度在 2030年相比
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过 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
消费占比至少要到 20%、2030年末至少要到 25%。而这一数据被业
内认为属于相对保守，可想而知我国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巨大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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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碳排放量依然处于上升阶
段，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我国占到了 28.8%，而近几年
来，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渐进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期，美国于 2007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欧盟于 2006年达到了碳排放峰值，日本、加拿
大等一些发达国家也都已实现了碳峰值。工业发展过程中排放的大
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加剧了全球变暖，工业发
展中碳的排放量占据我国全国总排放量的 80%左右，以此，我国要
想实现 2030年全国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的目标的关键是让工业碳排
放在 2030年前达到峰值。

纵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碳峰值实现碳中和普遍需要有
60年左右的过渡期，而我国将这一过渡期缩短至 30年。同时，我国
面临着人口数量多、经济发展速度快等一系列问题，在短时间内实
现碳中和是对我国提出的一项巨大的挑战。

1.3 工业低碳发展模式分析
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工业低碳发展模式呈现高碳模式、

稳定模式到低碳模式的逐步转变，这一变化趋势呈现倒“U”型，符
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般规律。从碳排放来看，该曲线对于工业低
碳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发现，对于
某一地区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先升
后降的趋势，同时工业排放水平也同样是先升后降。

1.4 我国工业低碳发展现状及趋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增长速度逐渐

减缓，如图（1）所示。同时，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超
过第二产业，并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这说明工业经济在我国国民
经济的比重逐渐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尚未完成之前，要做好防止工业增速快速下降的准备，避免出现“跳
崖式”急转。同时，2030年后，按预期计划我国碳排放量将达到碳峰
值，在此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期，同时我国工业经济依然
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增长和发展。

2 水污染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资源富饶，但同时我国也是人口大国，水资

源相对匮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严重低于世界人均，仅有世界人均
的四分之一。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本就紧缺的水资源
进一步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使得水资源匮乏现象进一步加剧，而水
资源匮乏又反过来直接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例如，2005年中国
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对松花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
松花江水资源的污染又对当地的水产品、农畜产品、水生态系统、旅
游景观等等造成了一些列的影响，而供水又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
正常生活以及工业企业的正常生产，同时对于水质的恢复又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3 土壤污染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农业大国，工业经济发展工程中造成的土壤污染直接对我

国的耕地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从而影响我国食品安全，为我国国
民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同时土壤污染也对我国工业经济发展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工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高度重视对于

土壤的保护问题，从而在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中需要采取更为环保
的方式进行发展，而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目前来看，我国土壤污
染类型存在多样化趋势，其中，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根据我国中科
院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耕地面积有近两千万公顷受到不同程度
的重金属污染，几乎占到了我国总耕地面积的 20%，由于重金属污
染而造成的粮食减产高达近千万吨，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两百亿
元。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工厂的建
设，这是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工业经济的发展又势必会对周围
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因此，在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如何解决环保
问题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4 保护环境和工业经济协调发展改进建议
保护环境和工业经济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首先，加快升级产业结构。工业经济的发展应当走低能耗、低污

染、低碳排放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因此，需要加快科技创新，依靠先
进的科学技术对目前高能耗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充分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能源消耗，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减低废气废
水排放。同时，提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积极引导产业
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逐渐向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模式转变，积极
开发高效节能的环保产业，对于高污染产业要从严治理，通过强制
使用减污设备限制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完善市场机制。环境保护不仅仅需要通过依靠政府来执
行，还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共同完成环境保护。可以采用内部治理的
模式，对于企业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成本由企业自行承担，积
极鼓励企业通过产业升级或者改进生产工艺实现环保减污。

最后，积极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环境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
息息相关，因此，每个群体都是环境保护的生力军，例如发挥非政府
组织、环境保护协会等群体的力量，积极鼓励各群体参与到环境保
护中来，同时政府可以给予这些群体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与政
府一道实现对环境污染问题和相关治理政策的持续关注，充分发挥
监督监管作用，积极投身与环境保护中来。

5 结束语
现阶段，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是“先污

染，后治理”。虽然目前来看，环境因素对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
限制和制约作用，但是这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兼顾兼容的，
在未来，我们需要积极探索绿色工业，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途径，实现
化解保护与工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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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年-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变化趋势图

1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