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特恩勋爵：中国未来新增长的七项关键

策略 
 
 
5月20日-21日，能源基金会组织来自中、美、欧洲、英国的50余位
权威经济学家和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专家，在线上召开“全球与中
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
四五’规划展望”。20日会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IG帕特尔经济
与政府学教授、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研

究中心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发表了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的中国“十四五”规划：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救助、复苏与可持续增长》
的主旨发言。详细发言内容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预测表明，当前经济冲击
远远超过2008-2010年危机，世界将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
的经济衰退。全球性的信心流失、流动性不足、失业以及供给侧中

断问题暗示着，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全球经济可能因此陷入

长期衰退，并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构成威胁。我们迫

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挽救世界经济，特别是保护就业，

从而保护收入和消费，并从救助转向复苏。为了克服贫困、推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管理巨大的气候风险，全球经济恢复必须

以转向强劲、可持续、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发展与增长为切入点。 
 
全球很多国家已经启动紧急救助计划，中国也已开始着手复苏经济。

作为最早开始复工的国家之一，中国将引领全世界走出新冠疫情危

机。当我们努力摆脱新冠疫情危机的时候，决不能加深另一个范围

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危机 ——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影响到野生动
物和家畜，导致病毒的传播，最终会影响到人类；污染也使人们更

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在应对疫情危机的背景下，推进生物多样性

和复原力议程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 
 
我们有责任进行更好的经济复苏。二十世纪的高碳投资造就了就业

的不稳定，导向不安全和衰退。如果短期经济刺激措施主要集中在

传统工业和基础设施上，增加化石燃料消耗，则可能会导致未来数

十年的污染和高碳发展。这将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我



们应当投资未来经济和活动，不仅包括实物资本，还包括人力和自

然资本。未来发展路径应避免高碳投资（如传统工业和基础设施），

避免搁浅资产，避免搁浅就业；快速、劳动密集型的，并且具有巨

大的乘数效应的可持续投资将对推动经济恢复至关重要。我们和能

源基金会共同发布的两篇报告中已经谈到投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并实现高生产率，对于以低要素投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以及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率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国面临巨大的机遇，是向

全球展示紧急经济复苏措施将如何加速低碳经济转型的机会。由于

中国的规模及其技术实力、策略和执行力，中国的选择将对全世界

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有责任也有可能，以经济复苏为契机，推动

本国经济向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和有韧性的发展模式转变，同时引

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造一个永续发展的美好世界。现在是关键

时刻。中国“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中国在中长期内选择高碳增长模式并不可取，反而会形成一个足以

逆转过去发展成果并导致经济衰退或崩溃的恶劣环境。在高碳增长

模式下，中国部署和开发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也将失去竞争优势，

而这类技术将越来越为世界所依赖。此外，高碳增长还将加剧非常

严重的环境问题，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等。在中长期内，中国的

新增长故事应该是： 
 
1、可持续增长。即让后代人与当代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2、包容性增长。即应对新的挑战，鼓励创新，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
机会； 
 
3、低碳增长。要求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力争在未来几十年内实
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4、市场导向型增长。为私营行业创造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 
 
“十四五规划”（2021 - 2025年）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国在新时代
的发展路线。中国的新增长故事中应强调结构性改革，并关注除实

物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以及创新和新技术。新增长故事必须抓住新

技术、经济地理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并应对随之而

来的挑战。中国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需要

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因此必须解决公共财政的压力，还要应对社会



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技术革新日新月异，而整体经

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加快发展某些行业以改变经济

结构的做法将不再适用。未来几年，某些地区和行业会出现不可避

免的衰退。对转型过程必须妥善管理，以提升社会凝聚力，维护经

济正义，例如开展培训，提供针对性金融措施，恰当设置政府职能，

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等。在新增长故事下，中国投资和创新的重点

领域包括：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

教育、交通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金融和物流等；现代化城市的

运行，包括基础设施以及与污染、拥堵和效率有关的领域；粮食和

土地利用系统等。整体资源生产率和资源效率至关重要，而注重重

复使用和循环利用设计的循环经济有很大的潜力。在“十四五规划”
中，必须将投资四个关键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实物资本和

自然资本作为核心。 
 
同时，国际合作是及时促进全球经济恢复的关键，中国、欧洲和美

国应发挥领导作用，选择快速、劳动密集型、并且具有巨大乘数效

应的可持续投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是两个重要峰会，对实现生物多样性目

标和气候变化承诺的新经济路径和多边合作提出了国际期望。《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提高中国

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领导者的声望，也将有利于全球气候治

理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和欧洲（欧盟+英国）应紧密合作确保第二十
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取得成功。  
 
具体而言，对于疫情过后中国“十四五”规划，我们提出了七项关键
策略的建议： 
 
1、中国应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型，停止对煤电厂的投资，以更智能的
方式平衡电力供需和更市场的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力求在2025年提
前五年实现CO2排放达峰，同时妥善出台对煤炭行业工人再培训和
重新分配的政策，以确保公正转型； 
 
2、将城市建设从沿海大都市地区转移到建设内陆紧凑型清洁城市，
增加对可持续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电动汽车和低碳供

热系统的投资； 
 



3、推动促进就业的可持续城市转型，将大湾区和长三角转变为清洁
高技术创新区，将低附加值和就业密集型活动转移到内陆紧凑型清

洁城市，在增强连通性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合作，投

资紧凑型清洁城市的环境可持续性，同时创造就业机会； 
 
4、投资技术基础设施，侧重部署21世纪而不是20世纪的技术。保
证新基建是清洁的、高效的、数字的和智能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应用数字技术，提高所有领域的能源效率，并通过系统创新促进可

持续转型，同时防止投资流向煤电厂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 
 
5、尽早进行有力的财政改革，通过财政结构改革、多级财政税收和
支出改革使地方政府、城市能够自主地做决策，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并实现可持续增长，借助所得税和碳税（国家税务总局）保护地方

政府免受国家税率调整影响，利用财产税支持新建紧凑型清洁城市，

解决资金、问责和激励问题； 
 
6、加强中国的治理模式，明确地方支出分配，明确融资机制，管理
相关风险和责任。确保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的投资和创新战略

成为各级政策共识，环境和生态标准和考量必须纳入所有投资决策； 
 
7、鼓励疫情过后积极的行为转变。充分利用城市空间，投资公共交
通、设计行人和骑行者通道，提供提供有吸引力的私家车替代方案，

避免城市无计划延伸和空心化；提高住宅能效，降低家庭工作成本；

推动商务出行的永久转变。 
 
世界将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一些积极的新面向，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新增长路径、以

及将从中演变出来的新型国际主义。中国的领导力将在世界低碳转

型与经济复苏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的朋友，我感到无

比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