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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三峡建设工程完成后急需关注
的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库区人地、就业和生态矛盾突出，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走低碳发展之路。 建议首先大
力发展低碳旅游产业：有效规划库区旅游资源，培育低碳旅游产业群，打造库区低碳交通走廊，营销库区特色
产业；其次适宜发展低碳种植业：适宜发展经济作物，挖掘碳汇种植潜力，搭建国内碳交易市场；最后构建库
区农村低碳生活消费体系，把三峡库区建成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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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 ２００９ 年三峡大坝主体工程的全面竣工以

及三峡电力机组的顺利投产，涉及高达 １２４．５５ 万人
总体搬迁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三峡建设已基本
完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国务院枟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
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枠明确提出，“加强库区生
态环境建设”，“把三峡库区建成长江流域的重要生
态屏障，维护长江健康生命”，这说明移民安稳致
富、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已逐渐成为三
峡库区后续工作的主题，是“后三峡时代”需要长期
关注的重点和核心问题。 推进库区清洁发展是适应
低碳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
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 我国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
年降低 ４０ ％ ～４５ ％的减排目标，揭示了我国应对
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决心和成效。 三峡库区
如何低碳发展是目前急需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2　三峡库区低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枟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

估项目综合报告枠指出，“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和
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些争议迄今仍
值得密切关注”。 目前急需关注三峡库区的移民安
稳致富、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问题。
2．1　三峡库区人地、就业和生态矛盾对发展低碳

经济提出了挑战

　　随着 １２４．５５ 万人搬迁任务的完成，实现了三峡
库区“移得出”的基本目标。 但离实现“稳得住、逐
步能致富”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目前主要表现
如下：一是产业空虚问题，导致库区迁建企业的下岗
职工、关闭企业和进城安置移民就业困难。 三峡库
区受自然、地理因素导致招商引资困难，制约了工业
的发展，使库区自身解决就业环境差。 同时，受全国
就业环境以及移民生活条件和习惯的影响，不少移
民回流反乡，使得移民再就业、社会保障问题突显；
二是自然生态条件不利于农业发展。 三峡地区基本
地貌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平地少、坡地多、水田
少、旱地多，成片地少、零星地多，人均可耕地约为
０．７８ 亩／人（１ 亩 ＝６６６．６７ ｍ２ ），低于联合国规定 ０．
８ 亩的最低警戒线。 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总面积的
９０ ％，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差，产业化水平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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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将成为三峡库区脱贫致富

的支柱性产业。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库区各级政府
利用三峡品牌和自然、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使三峡
旅游资源得到了部分开发，但还存在如下问题值得
重视：一是库区旅游产业多是“点”经济。 库区涉及
重庆、湖北的 ２０ 多个县市，在缺乏对三峡旅游品牌
的整体开发和营销情况下，亟待出台惠及库区整体
的区域旅游规划；二是库区悠久的文化、医药、民俗
与旅游经济脱节，目前缺乏产业间的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三是低碳旅游消费未形成。 目前旅游消费造
成的点源污染、面源污染、流动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将库区旅游业彻底扭转到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上
来，尚有不少工作要做。

三峡成库后，水体流速放缓，自净能力下降等使
部分支流及其向干流汇入区域的水质已有明显的恶

化迹象。 三峡库区沿岸上百座大中小城市不断排放
的生活污水，两三亿只畜禽每天的排泄物以及农药
化肥的大量使用，同时加上工业污染和航运污染的
治理不力等，使三峡水库的水质和生态环境经受很
大考验。 在不影响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
节能减排目标，是库区发展低碳经济当前面临的重
要挑战，但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2．2　发展低碳经济为三峡库区保护生态环境

提供了机遇

　　我国是枟京都议定书枠的缔约国。 枟京都议定
书枠中“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规定了通过把二氧化
碳等污染气体的排放量或减排量在市场进行买卖和

交易，实现了发达国家低成本履行其减排义务，发展
中国家获得了先进环保技术和大量环保资金，减少
了温室气体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全球在线 ４ ６７３ 个 ＣＤＭ 项目中我国占有
１ ８４１ 个，是最大的碳排放协议国。 尽管 ２００９ 年的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能就 ２０１２ 年以后的碳排放问
题达成最终协议，“但在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
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未来全
球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勿容置疑。 可以说，三峡库区
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快速适应新经济发展模式的
要求，走低碳发展之路。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

变化的根本途径与战略选择。 “低碳经济实质是能
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 ＧＤＰ 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
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

不仅是企业清洁生产和产品结构调整等行为，更应
成为一项符合时代潮流的生活方式。 发展低碳经济
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低碳经济是点点滴滴汇集
起来的，任何节能的、防治污染的、环境友善的行为，
都是对低碳经济的贡献” ［１］ ，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执行主任阿希姆· 施泰纳所说“在减碳过程中，
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 低碳生活与健
康、绿色、幸福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低成本、
低代价的生活方式。 在三峡库区保证人民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倡导“低碳生活”、“低碳出
行”、“低碳消费”等生活理念和方式，实现库区消费
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同时更有利于大自然的健康。
3　将三峡库区建成我国低碳生态示范区的
建议

　　要实现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
低碳经济、有效保护库区水资源环境，解决目前存在
的产业空虚、移民就业难问题。 因此，要积极利用库
区特色，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建立起对库区财政起支
撑作用并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骨干和特色产业。
3．1　大力发展低碳旅游产业

纵观三峡库区现有资源特点：库区人均耕地少，人
均土地收益低，大力发展库区传统农业，不利于水土保
持；库区工业竞争力较弱，就业岗位有限，很难满足低
碳发展要求。 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时代，
必须立足库区实际，走三峡库区特色的低碳之路，使旅
游业成为库区脱贫致富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

１）培育低碳旅游产业群。 旅游业重复性强、频
率高，具有很强的消费关联性，带动系数大，就业机
会多，对最终消费的刺激作用最直接，对繁荣市场的
效果相当明显，抓好旅游业就等于抓住了促进最终
消费的关键环节。 尽管旅游业资源消耗性低，但绝
非零排放。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助理李普曼曾指出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上，
使人们关注到旅游业的潜在关键性作用，经证实，旅
游业会排放 ５ ％的二氧化碳。”三峡库区倡导的是
低碳旅游，就是倡导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
旅游。 不仅要把低碳旅游业培育成为三峡库区第一
支柱产业，使其发挥先导产业和富民产业的作用，发
挥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生态产业优势，承担
起富民安邦的使命，还要在保持三峡库区旅游业良
性发展的同时，降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形成以旅游
业为主的低碳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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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效规划库区旅游资源。 如果不能对三峡
库区旅游环境进行系统规划和保护，很难实现通过
库区旅游业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因此，只
有通过系统规划，建立安全、环保、舒适的旅游大环
境，实现库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整合渝鄂
库区资源，统筹三峡景区，统一策划、规划和营销库
区景区，规避目前各自为政的不利现状；其次，通过
制定、实施旅游产业发展政策和激励机制，进一步优
化库区旅游发展软环境，重点在项目引导资金、贴息
贷款、税费减免、土地调整和简化审批程序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第三，充分发挥三峡旅游的综合效益和
带动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移民安稳致富的作用，强化
旅游业对三峡库区地区经济惠及程度，加强库区旅
游对第一、二产业的带动促进作用，让库区旅游资源
相对匮乏的移民区县也享受到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

好处；第四，合理评估库区客流容量的限制，规避旅
游旺季来临库区人满为患、垃圾遍地、库区水质严重
污染的不利后果，加强库区卫生监测，提高环境治理
力度以及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３）打造库区低碳交通走廊。 机动游船是三峡
库区旅游及客运的最主要交通工具，乘坐机动游船
畅游三峡库区两岸风光在三峡旅游中扮演着极其重

要的角色。 然而，以燃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机动船对
水环境造成污染，主要体现为含油废水、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污染等方面。 随着太阳能游艇游船、氢能
燃料电池等技术的逐渐成熟，努力减少以燃油发动
机为动力的水上交通工具，用无污染的机动旅游船
替代现有的燃油机动船，进行旅游线路上一县一停，
充分利用低电价的政策进行夜间充电，应用先进技
术解决旅游船舶造成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问题，不
仅在运行动力成本方面具有竞争力，旅游交通服务
将有可能实现较少的旅游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是
打造三峡库区低碳交通走廊的重要途径。

４）营销库区特色产业。 营销库区特色产业不
仅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与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会
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是促进库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首先，依托国家级文化、自然遗
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其次，在妥善保护
自然生态、原居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前提下，合理
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镇，建设特色景观旅游村镇，
规范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等旅游产品，实施乡
村旅游富民工程。 第三，传承与开发库区优秀少数
民族传统医药、民族特色小商品，库区少数民族特色

产品大多数是出于利用当地资源的手工制造；最后，
加强保护库区自然文化遗产的同时，深挖库区文化
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
游购娱各环节和库区旅游业发展全过程。 旅游商品
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
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 要发挥库区文化资源
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
文化旅游产品。
3．2　适宜发展低碳种植业

为促进三峡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以三峡库区资源优势为依托，因地制宜积
极发展适宜库区种植的经济作物，发挥可以吸纳就
业等优势。

１）适宜发展经济作物。 适宜库区发展的经济
作物有许多，如茶叶、柑桔、板栗、食用菌、笋用竹、龙
眼、榨菜、高山玫瑰以及众多其他特色花卉等。 以高
山玫瑰为例，如果能够实现在库区不同海拔地带、不
同土壤条件下开展高山玫瑰引种栽植试验，配套以
苗圃基地及产业化开发示范项目，结合三峡库区沿
江绿化带和三峡旅游景观带的建设，协同库区旅游
业，不仅可以实现峡江两岸漫山遍野的鲜花，形成绚
丽迷人的新景观，在实现种植规模和产业规模的基
础上将成为移民增收的新产业。 因此，在充分调研、
科学引进的基础上，结合退耕还林，采取诸如“农户
＋基地 ＋项目”等建设模式，使库区经济作物成为
另一主导产业，为当地群众创收，使生态建设与低碳
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必须重视
库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与农业有机肥联动机制，避免
发展经济作物的同时出现化肥大量使用导致库区水

体污染加重的问题。
２）挖掘碳汇种植潜力。 三峡库区不乏优良的

水土保持植物，速生丰产树种。 增加碳汇以提高对
温室气体的吸收也是减排的重要途径。 增加碳汇有
３ 个领域：森林、耕地以及草地。 再造林碳汇项目是
枟京都议定书枠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林业领域内的唯一合作机制，是指通过森林固碳
作用来充抵减排二氧化碳量的义务，通过市场实现
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补偿。 森林碳汇是最有效的固
碳方式。 三峡库区耕地只占 １６ ％左右，而林地占
４７ ％以上，因此增加或保持耕地土壤碳库的碳储量
有很大的潜力。 在三峡库区开发造林碳汇项目，将
改变造林项目年年投入，一次回收的生产模式。 在
库区适宜发展林业地区内，应通过造林和再造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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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农林复合系统等方式增强森林碳汇，通过减少毁
林、改进采伐作业等措施来保护森林碳储存，通过沼
气替代薪柴、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
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进行木材产品的深加工、循
环使用来实现碳替代，不仅可以满足工业发展的原
料需要，还可以解决库区水土流失问题，使得库区生
态和工业发展都取得突破。

３）搭建国内碳交易市场。 尽管我国碳交易市
场潜力巨大，但仍以 ＣＤＭ 项目的场外交易为主，碳
交易市场和标准都由发达国家掌握，我国始终处于
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巨大的减排量被发达
国家低价收购。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迫在眉睫。 充分利用我国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发
展之间的政策协同关系，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分析影
响我国开展碳交易项目开发进度和数量的诸多问

题，大力推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搭建公开、公
平、公正的专业性碳交易平台，使我国履行低碳发展
的企业、产业甚至个人或地区从减排中得到最大程
度的实惠。 三峡库区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
造林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适宜大面积造林地区开
展造林碳汇的试点项目，同时积极寻求三峡库区造
林碳汇项目的国际谈判。 通过 ＣＤＭ 机制为三峡库
区造林项目吸引投资，通过市场实现森林生态效益
价值补偿，不仅能为三峡库区带来一定数量的林业
建设资金，有利于吸引库区移民就业，有利于库区水
土保持，从多个方面促进库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稳定
发展，实现库区低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3　构建库区农村低碳生活消费体系

发展库区低碳经济，倡导清洁能源农村的低碳
生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行沼气工程，宣传和

倡导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模式，同时实施相应的激励
政策，降低库区生活污水、农畜排泄物排放以及减少
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是保持库区水质和生态环境
的重要途径。

首先，搞好农村沼气建设，利用沼气这一可再生
的清洁能源，替代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源及煤气等
商品能源，减少薪柴使用量，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
构，保护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发展；其
次，发展农村沼气，吸纳厕所、猪圈所产生的污染物，
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把环境卫生问题解决在
家居、庭院和街区之内；第三，充分利用沼渣、沼液这
些优质高效的有机肥料替代传统的化肥、农药，增加
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积极推进有机农业发展，维护
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作用。
4　结语

低碳经济与人口、环境、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国民
经济存在复杂的传递和反馈作用，库区低碳经济的
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政府需要多管齐
下，多措并举，更需要库区群众的大力配合。 维护和
提升长江三峡这一世界级品牌，探索、总结、建立解
决库区人地矛盾、就业不足导致的移民收入低下问
题以及库区生态安全问题的长效机制，既是为率先
转变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依据，也是库区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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