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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目标的达成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在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仍面临

诸多困境，如绿色低碳生活观念不强、绿色低碳生活习惯未形成、绿色低碳生活基础设施不齐全、绿色

低碳生活技术创新不足。为此，应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绿色低碳生活意识；优化激励机制，提高绿色低

碳生活意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绿色低碳生活条件；加强技术创新，提供绿色低碳生活支持，从

而有效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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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ual-carbon goal has a bear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
nese n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is a broad and profound econom-
ic and social change. A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carbon goal. At this stage, China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a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 such as the lack of a strong concept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the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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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habits, the incomplete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o cultivate awarenes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optimize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to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and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vide support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living,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a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carbon goal, and promote the harmo-
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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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日益严峻，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023 全球碳中和年度进

展报告》指出，截至 2023 年 9 月，全球已有超过 150 个国家相继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能源消耗增加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情况，于 2006 年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碳排放国，2011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国[1]。与此同时，我国在环境可持续研究和实践方

面也不断发展和创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2030 年前达到排放

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这表明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3]。因此，探究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的有效推行途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内涵及意义 

2.1.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内涵 

低碳(Low-carbon)，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的排放[4]。绿色低碳生活方式(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指生活作息中尽力减少所耗用的能量，从而减低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5]。绿色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先是从国外兴起，

以环保为出发点，以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环保为特征，倡导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生活。 

2.2.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意义 

1) 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提出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引导人

民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形成绿色生活消费习惯，避免浪费，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创造宜居环境，将有

效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 
2) 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常生活中高耗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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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场景趋多，增加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人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

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节约使用能源；树立环保意识，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等活

动，从而减少碳排放，增加碳吸收能力。数据显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对减少能源需求的贡献率在 1/3
以上，另外，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有助于倒逼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形成，从而通过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

活方式共同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3) 提升人民群众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环境就是民生。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引导人们从点滴入手，减少能源消耗，保护资源和环境，使人们能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

源、食用健康的食品、开展丰富的活动，实现生活品质的提升，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从而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面临的困境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持续完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

查报告(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现阶段我国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仍面临诸多困境。 

3.1. 绿色低碳生活观念不强 

公众是绿色生活方式的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但目前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动实

施绿色低碳行为的意识不强。部分公众并未意识到自身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我国有限资源的浪费以及对

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也未意识到推动低碳生活对环境改善的意义[6]。购买商品时不太关注产品的

低碳环保的特性，生活和工作行为较少考虑环境影响因素。报告显示，三到五成的公众对双碳目标、环

境政策法规、环保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半数以上的人对相关内容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报告根据个体在

私人、公共领域的环保意愿和行为表现，识别出五类特点鲜明的典型人群，绿色低碳生活观念强、有较

好环境行为的公众，即环保爱好者占比只有 21.9%，见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typical groups of citizen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表 1.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典型人群分类 

序号 类型 特征 环境行为具体表现 比例 

1 环保爱好者 高意愿 
高行为 

私人领域较好 
公共领域较好 

21.9% 

2 独善其身者 高意愿 
高私人领域行为 

私人领域较好 
公共领域一般 

35.0% 

3 公共参与者 高意愿 
高公共领域行为 

私人领域一般 
公共领域较好 

16.3% 

4 行动不足者 高意愿 
低行为 

私人领域较差 
公共领域一般 

8.1% 

5 消极旁观者 低意愿 
低行为 

私人领域较差 
公共领域较差 

18.7% 

3.2. 绿色低碳生活习惯未形成 

公众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习惯性地使用高耗能、高排放的家电、汽车，使用非环保的一

次性餐具、塑料制品；没有形成节约能源的习惯，难以做到人走灯灭、随手关紧水龙头、关闭电器电源

等。报告显示只有六成左右受访者能经常做到夏季空调温度设定不低于 26℃、一水多用和低楼层爬楼梯

等行为；能在前往不同距离目的地或远途旅行时优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能够优先选择较为低碳环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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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或电器；能够基本做到重复使用和多次利用各类物品。23.3%的受访者家中食品经常因为过期而被丢

弃，25.8%的受访者经常购买很多衣服、鞋子却不常穿，22.2%的受访者在旧的电子产品还能正常使用的

情况下就会更换新款。可见，目前部分公众没有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而这些不符合绿色低碳理念的

生活行为会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带来巨大阻力[7]。因此，需要进一步激发公众参与绿色低碳生活

的热情，只有全社会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从根本上转变生活方式，才能真正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8]。 

3.3. 绿色低碳生活基础设施不齐全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需要完善的绿色低碳基础设施的支撑。当前，实现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配套设施的

不完善，是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得不到全面实行的根本原因[9]。引导公众使用新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使

用，需要配套新能源基础设施，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施等；引导公众绿色出行，需要对交通、绿化等

方面进行系统的规划，如完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道路绿化的优化建设等；引导公众科学分类投放垃圾，

需要完善绿色社区、绿色学校设施等。目前，近三分之二的小区没有配套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施，近四

成的小区和学校垃圾回收设施不完善[9]。报告显示，阻碍公众选择低碳出行的主要因素是“公交地铁站

点远、换乘多”(43.4%)、“公交地铁不准时、等待久”(35.1%)，以及“周边共享电/单车少或有故障，

去公交站点不方便”(21.3%)等。 

3.4. 绿色低碳生活技术创新不足 

技术因素是影响人们消费方式与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关键性因素，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需要先进

的技术支持。研究表明，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是实现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转型的关键突破点，实现绿色发展、

推动生活方式转变、实现“双碳”目标，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尤为重要[10]。如新能源开发和应用技术、节

能减排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但目前关键核心领域技术尚待突破。比如一些城市电网兼容性不足，

新能源无法并网；绿色建筑仍停留在表层绿化，需要投入大量电力、水资源维持；缺乏有效的垃圾分类

处理技术，存在公众分类丢弃垃圾后，垃圾处理机构粗暴混同处理现象[8]。报告显示，公众对政府生态

环保工作认可度较高，对所在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为满意，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需进一步加强。 

4.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对策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发展时代已然来临[11]，面对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困境，

我们应采取有效的对策积极应对，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4.1. 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绿色低碳生活意识 

绿色低碳意识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前提，绿色低碳生活宣传是普及低碳知识和提高居民低碳

意识的重要途径[12]。因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广泛宣传教育，使公众认识到绿色低碳生活不仅是个人的

选择，更是对社会的责任，自觉自愿开启绿色低碳生活。 
首先，重视学校的宣传教育。学校教育和学校生活对于学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形成有重要影响，

因此，学校应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日常的教育中，并经常组织相关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绿色低碳生

活习惯。学校的绿色低碳教育不仅影响学生，还能发挥“小手拉大手”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家长的绿色

低碳意识。其次，注重企业的日常推广。企业是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重要场所，应通过讲座、宣传栏等

形式向企业灌输绿色低碳的理念，使员工自觉践行绿色低碳行为，避免办公资源浪费现象，也能将绿色

低碳理念传递给家庭成员。员工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也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形成。最后，强化

社区的广泛宣传。走入社区，充分利用社区的基层宣传功能[1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生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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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构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4]。应通过社区宣讲、宣传栏等方式，向家庭传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理念；通过引导，将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融进家庭家教家风中，家长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培养子女

的绿色低碳意识；通过社区评选和表彰环保家庭典型，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低碳生活示范效应，营造出

良好的绿色低碳社会氛围。 

4.2. 优化激励机制，提高绿色低碳生活意愿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既需要自我的内化，也需要外部的引导力量[15]。政府和企业应及时出台

相关政策措施，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众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提高公众绿色低碳生活意愿。 
一方面鼓励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对公众绿色低碳生活行为给予有效的激励，可达到对绿色

低碳行为的强化作用，使公众自觉自愿实施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并养成习惯。如建立数字化碳普惠激励

机制，对于步行、骑行、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光盘行动、不选择一次性塑料餐具等绿色低碳生活行

为进行积分，积分可以抵扣交通费用、点餐费用，甚至可以兑换现金。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费、提供财

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公众购买绿色产品，如新能源汽车、低能耗电器等。另一方面，对于有悖于绿色低碳

理念的行为，从制度层面采取有效的惩罚措施。对公众有悖于绿色低碳生活行为给予相应的惩戒，可以

达到限制相关行为的目的。2021 年 4 月，我国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使抵制餐饮

浪费有法可依，政府和企业可以制定类似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对公众行为加以规范。通过税收、合理的价

格机制抑制公众的高碳生活行为。 

4.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绿色低碳生活条件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需要有配套的绿色低碳生活基础设施，使公众有条件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因此，需要政府和相关组织加大对绿色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为公众提供绿色低碳生活

条件。 
首先，优化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交通布局，使公众出行能够便利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减少私家车和出租车的使用频率。加快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实现新能源汽车对化石能源汽车的逐步替代，

使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完善步道、自行车专用车道的建设，保障公众步行、

骑行的空间；加强道路两侧的绿化建设，为公众步行、骑行创造友好的环境；做好共享自行车、共享电

动车的布局，为公众骑行提供便利工具。加快配套充电桩的建设，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其次，完

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人类每天都会产生大量垃圾，若科学处理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有效控制

其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增加垃圾回收设备在农村的分布，改变部分农村地区垃圾不规范丢弃的现状。增

加垃圾分类设备的投放，如旧衣物、餐厨垃圾回收设备，为公众分类处理垃圾提供便利，从而有利于资

源的回收利用。增加垃圾处理设备，提升垃圾处理的效率，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效果。 

4.4. 加强技术创新，提供绿色低碳生活支持 

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

和利用，有效促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落地。 
重视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如太阳能光伏技术、空气能热泵技术、太阳能光伏/热(PV/T)技术，为公众

提供新能源产品。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如沸腾床燃烧技术、酸化压裂技术、催化

燃烧技术等。鼓励碳减排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和广泛应用，如区块链平台技术、新能源汽车换电技术、智

能化节能技术；新能源汽车、节能电器、环保购物袋、环保餐具、共享单车等。完善碳吸收技术的开发

和推广，如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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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场变革

的成功离不开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

污染，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16]。虽然当前在推行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困境，但只要形成良好的绿色低碳社会氛围，全民共同行动，积极参与绿色低

碳生活实践，就能有效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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