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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已成为当前中国低碳农村发展的主要任务,乡村低碳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

举措和关键环节,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乡村低碳化乃至“零碳化”发展刻不容缓。本文基于双碳

背景对低碳乡村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总结归纳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低碳乡

村建设的实现路径,让广大乡村地区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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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low-carbon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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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al-carbon” has become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low-carb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and key link in China's efforts to achieve the dual-carbon 

goal,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2060,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nd even 

zero-carbon rural villages.In order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nd 

even “zero-carbon” villages is urgent.Based on the dual-carbon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quo of 

low-carbon rural development, summari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low-carb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realisation path of low-carbon rural construction, so that the majority 

of rural areas can realis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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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一

直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和低碳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包括农村和乡

镇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态

问题,乡镇企业和农民生产活动也是乡村地区碳排放量的主要

“贡献者”,所以乡村地区也是降低碳排放量极其重要的一部

分。绿色低碳发展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和基本方向,

低碳发展的相关内容和话题理应备受关注。 

1 研究背景 

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重大挑战和碳排放权交易的提出,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即中国努

力争取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最高点,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

的二十大报告又重点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作为双碳目标中的短期目标,碳达峰指的是在2030年以前

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一个最高点,之后不再增长,出现下降

的趋势。碳中和指的是国家、企业、个人的生产生活在一定时

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二氧化碳与通过一系列的植树造

林、节能减排等活动吸收的温室气体相互抵消,实现相对“零

排放”。碳达峰与碳中和被简称为“双碳”,二者密切相关,是

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要想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首先实现碳

达峰目标。 

低碳乡村是指在双碳背景下,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完善能源

技术、制度创新,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普及低碳环境保护和文化

遗产知识,让村民在低碳理念下积极参与农村生产部门生活方

式转变和新农村建设,就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农民收入增

长、低碳排放”[1]。 

当下,与双碳背景相结合,将乡村建设向低碳化乃至“零碳

化”发展至关重要。 

2 低碳乡村的发展现状 

2.1乡村低碳化水平差异较大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地形多样,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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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情况、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有所不同,造成了整体乡

村低碳化水平有所差异。最多的河南农业碳排放总量高达

13667.61万吨,最少的西藏仅为126.09万吨,排放量最多的河

南、山东、河北3省占全国碳排放量的25.9%,两地相差 108.39 

倍,13个粮食主产区碳排放占全国比例高达66.21%[2]。总体来讲,

华东和华南地区的乡村低碳化水平相对较高,西北、西南和华中

地区的乡村低碳化水平相对较低。 

2.2乡村能源结构有所改变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我国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在能

源生产领域持续降碳提效,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站能源总量的

比重逐年攀升,而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2023年,

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5.3%,较2016年减少了

6.7%。乡村地区整体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逐渐由过去的

高耗能、高污染向清洁化、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2.3乡村基础设施有所优化 

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最典型的是“厕所革命”。据新华社报

道,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过73%,北方冬天供暖

有的村落已经不再使用或者减少使用煤炭供暖,转向“风电+光

伏+储热”等集中供暖,像山西芮城县已经实现了“零碳”供暖,

青海、西藏和内蒙古等牧区采用户用蓄热电暖气供暖。各县域

已经开始重视能源的综合利用,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多能融合的

现代农村能源体系,这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 

2.4乡村人居环境有所改善 

农村地区厕所革命、垃圾清理、污水处理等工作的推进,

使农村环境更加整洁卫生。很多乡村地区也开始推广垃圾分类,

建立了垃圾分类处,便于分类处理和循环利用,2024年,全国开

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95%,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

在90%以上,对减少污染和低碳化进程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2.5农民低碳意识有所提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村民低碳环

保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过去很多农民为了提高产量常常会过量

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增加了碳排放量,现在越来越

多的农业生产者开始采用科学的施肥方法和生物防治方法,减

少了化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也由过去的漫

灌方式转变为有效利用节水灌溉技术,如喷灌、滴灌等,有效提

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3 低碳乡村建设的问题 

3.1低碳化水平地域差异大 

从地域上看,我国不同地区由于自然资源条件禀赋和经济发

展状况的悬殊,低碳化水平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整体而言,农业

碳排放效率低值省份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又以西北地区

为甚,综合来看,中国省际农业碳排放效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东高

西低”特征[3]。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乡村低碳化发展水

平的重要因素,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产业结

构、资金引入等方面会有所优势,低碳化进程也相对较快。 

3.2低碳化政策有所欠缺 

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为了实现广大乡村地区的清洁绿色低碳

发展,采取了一定的节能减排活动,但在广大乡村地区,有关低

碳化的专门政策和法律法规,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极大差距。由

于现在很多原来在城市的高污染产业不断向郊区甚至乡镇地区

转移,为乡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生态环

境问题。还有由于缺少环境保护监督的管理人员和相应的措施,

一些低碳环保意识欠缺的村民会乱砍滥伐、过度利用农药和化

肥、对资源过度开发,危害了乡村低碳发展。由此来看,低碳农

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已刻不容缓。 

3.3低碳化资金投资不足 

低碳乡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作基础,才能实现技术引进、设

备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低碳化发展的关键举措。但由于

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的乡村

地区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技术无法升级、设备无法更

新、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健全,低碳化进程缓慢。政府在环境美化、

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拨款和补贴,起到了保障

性作用,但只依靠政府的财政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3.4低碳技术和设备落后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项研究,中国至少需要

在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化工和石油等领域拥有62

项核心和通用技术,才能实现其碳减排目标[1]。近年来,我国虽

然在减排固碳和前沿科技研究方面发展较快,但从整体来看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前沿科技在农业方面的推广应

用和贡献率仍需大幅提升。除此之外,乡村地区现有的能源利用

设备由于缺乏养护,普遍存在着老化陈旧的问题,不仅无法提高

能源利用率,实现低碳发展,反而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乡村

地区低碳技术与设备发展滞后会直接导致能源利用率低下,进

而影响低碳乡村的建设。 

3.5低碳环保意识淡薄 

以家庭为主体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明显特

征,农户自身能力有限,难以独自承担节能减排的责任,在各种

农业经营主体中,小农户占比95%以上,数量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我国耕地面积的70%由小农户经营[4]。农民作为乡村的主要

力量,他们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低碳乡村的进展,但大多数

农民的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层面,生产和生活也仍采取

着传统的方式,没有考虑到传统的作业方式会对环境造成不利

的影响,当然,低碳环保的意识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需要

一定的过渡期。 

4 低碳乡村建设的路径 

4.1构建乡村清洁低碳能源结构 

要想实现乡村低碳化,乃至“零碳化”发展,必须改变传统

的能源结构,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

开发可持续利用的清洁能源,减少地域之间的低碳化差异水平。

在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各地政府应加强规划与引导,梳理清洁

能源综合清单,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地区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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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制定具体的、因地制宜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与计划。同时,

加大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推广力度,为广大乡村

地区提供更多的能源选择,优化乡村的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

的使用率,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推动乡村经济向低碳、绿色、

可持续方向发展,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4.2加大乡村低碳政策扶持力度 

政府应针对乡村的低碳建设与发展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政策

措施,如为了激励农民和乡镇企业在生活生产当中积极参与低

碳建设,减少碳排放,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奖励等。一是构建

农业生产生态补偿机制,在健全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技术体系的

同时,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二是推动深化低碳农业

生产制度改革,制定和完善农业能效相关标准,以农产品生产和

消费为标准,进一步建立农业碳排放管理和考核体系,明确碳减

排相关责任认定[5]。在制定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乡村

地区的不同情况,彰显政策的可行性和具体性。在执行政策时,

要加强对政策执行和实施情况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

整和完善,确保政策有效落到实处。 

4.3多主体、多渠道筹集资金 

资金是低碳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低碳乡村建设所需资金

庞大,只依靠政府拨款远远不够,国家应多主体、多渠道的筹集

资金。政府可以制定乡村地区低碳建设专项财政基金,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用于支持乡村地区的低碳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同时通过补贴、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

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此外还要加强资金全程监督管理,

及时总结和改进金融政策,为农业碳汇交易保驾护航,以确保资

金的合理利用。 

4.4加强低碳关键技术研发推广 

二氧化碳的采集和转化是大规模减排的核心技术,也是未

来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底层支撑技术,因此,要开展重点技术的研

究与示范,如农村新能源技术、绿色肥料技术、农业碳捕捉技术

等[6]。首先,科研主体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考虑低碳技术和

设备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以及市场的切实需求,加强关键技术和

设备的研发,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研发高效节能的农

业机械设备,中和和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在研发同时,还应在乡

村地区加强低碳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和应用,为乡村地区提供更

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包括技术示范、设备维修等。通过培训和

指导,帮助农民掌握低碳技术设备的使用方法,提高设备的利用

率,实现低碳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4.5加强农民的低碳环保意识 

盲目使用化肥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会破坏农村

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

化肥每年的使用量在5000万吨以上,而利用率仅为35%左右；农

药使用量在140万吨左右,利用率仅为30%左右[7]。要想改变此现

状,加强农民的低碳环保意识,一方面可以通过低碳新闻、低碳

广告、低碳短视频、低碳宣传片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双举并下,

同时开展低碳理念的宣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教学、培训

指导提高农民的低碳认知和技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农民积极投入到低碳乡村的建设当中,通过设立奖励基金、

开展低碳示范项目等方式,使农民自愿主动地实践低碳理念。乡

村地区可以通过举办低碳主题活动、建设低碳示范村等方式,

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推动乡村低碳建设的深入开展。 

5 结语 

使乡村实现低碳化乃至“零碳化”发展,是我国迈向低碳社

会的关键一环。据相关统计分析,全国一半以上的既有住宅面积

都是乡村,生活用能总量达到3.11亿tce/年,占国内建筑总能耗

的37.26%[8]。因此,中国低碳乡村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巨

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如若根据乡村地区特点,通过加强低碳关

键技术研发推广,多主体、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乡村低碳政策

扶持力度,构建乡村清洁低碳能源结构及加强农民的低碳环保

意识,势必能为我国如期实现减排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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