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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丹麦 93% 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但 1973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后，油价涨幅达到 3 ～ 4 倍。1979 年，第
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提价严重加大了丹麦国际收支赤字。受到两次
能源危机重创之后，丹麦开始尝试改变过去依赖于传统能源的模式，在
能源消费结构上，努力实现从“依赖型”向“自力型”转变。

这一转变成效卓著，从 1980 年代至今 ，丹麦的经济累计增长
78%，而能源消耗总量增长几乎是零，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降低了
13%，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脱钩，证明提高 GDP 和人民生活水
平并不意味着消耗更多能源。目前，丹麦已经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净出口
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特别是风力发电和生物质能热电联
产应用，在欧盟成员国中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大量采用节能技术和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丹麦在能源供应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各项
指标普遍优于其他发达国家。欧盟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
占比达到 20%，而丹麦已经提前在 2011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并计划在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 35%，使风力发电占全国总用电量
的 50%（如今为 21%）。在此基础上，丹麦设定了新的目标：在 2050
年之前建立一个完全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并且不含核能的能源系统，
这被称为丹麦的“第二次能源革命”。丹麦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量
占本国出口总量的百分比在欧盟 15 国中位列第一。目前欧盟能源政策
的诸多参考依据，均源于丹麦。

导读 ：当前在温室气体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方面，北欧国家不同程度
地走在世界前列。过去 40 年里，丹麦通过政策先导、立法护航、公私
合作、技术创新、教育为本等五大关键要素，坚持“节流”优先与积极

“开源”并举的原则，制定并执行了一套完整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战略，
并辅之于具体措施，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框架内，在财富创造、可持续发
展、保障能源供给安全三者间，形成了稳定平衡的三角形结构，实现了
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良性发展，并向 2050 年全面建成“零碳社会”
的目标稳步迈进。

（四）丹麦绿色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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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丹麦建设人类绿色能源“实验室”打造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成功
经验，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大要素：

1. 政策先导

丹麦政府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
的能源发展战略。丹麦政府认识到，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部门牵头主管
能源非常必要。为此，丹麦能源署于 1976 年应运而生。该部门最初是
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后来，该部门从国家利益高度出发，调动各方
面资源，统筹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并组织监督实施，管理重点逐渐涵
盖国内能源生产、能源供应和分销以及节能领域。始终坚持节能优先，
积极开辟各种可再生能源，即“节流”与“开源”并举，大力开发优质
资源，引导能源消费方式及结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因全民公投反对，
政府顺从民意，放弃了最初准备开发核能的计划，并迅速厘清了风能和
生物质能等符合丹麦国情的新能源政策。在成功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升级、经济总量与能耗和碳排放脱钩之后，2008 年，政府专门设置了
丹麦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为国家彻底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构建无
化石能源体系设计总体方案，并就如何实施制定路线图。

为了推动零碳经济，丹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1）
利用财政补贴和价格激励，推动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包括对“绿色”
用电和近海风电的定价优惠，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2）
采用固定的风电价格，以保证风能投资者的利益，风能发电进入电网可
采用优惠价格，国家对所有电能设置溢价，确保电价统一；3）在建筑
领域引入“节能账户”机制，建筑所有者每年向节能账户支付资金，金
额根据建筑能效标准乘以取暖面积计算，分为不同等级，经过能效改造
的建筑可重新评级，作为减少或免除向节能账户支付资金的依据。

2. 立法护航

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丹麦政府从立法入手，利用经济调控和税收
政策，成为欧盟第一个真正进行绿色税收改革的国家。自 1993 年通过
环境税收改革决议以来，丹麦逐渐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水、垃
圾、废水、塑料袋等 16 种税收的环境税体制，而能源税的具体举措则
包括从 2008 年开始提高二氧化碳税、从 2010 年开始实施新的氮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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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税标准。
在各税种中，丹麦对化石能源的课税最高，例如电费就包含高达

57% 的税额。再以丹麦的汽车购置使用税为例，消费者需要支付的税种
主要有增值税和牌照注册费，税费加起来约相当于汽车价格的 200%。
另一方面，对节能环保的产业与行为实施税收减免。例如，为了鼓励对
风电的投资，丹麦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对风机发
电所得的收入一直免税。利用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实现到 2020 年生物
燃料占运输燃料消耗 10% 的欧盟目标。

政府还出台了鼓励自行车出行的道路安全与公交接轨等优惠政策和
具体措施。丹麦全国人口 550 万，自行车拥有量超过 420 万辆，人均
拥有量为 0.83 辆（我国为 0.32 辆），自行车成为包括王室人员及政府
高官在内多数民众日常出行的首选，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丹麦绿色发展战略的基础是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有效合作。国家
和地区在发展绿色大型项目时，融合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解决
方案，这种公私合作可以有效促进领先企业、投资人和公共组织在绿色
经济增长中优势互补，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

4. 技术创新

丹麦资源贫乏，受气候变化影响大。因此，丹麦政府和国民把发展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丹麦企业界和研究界均把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
减排温室气体最有效手段。近年来，能源科技已成为丹麦政府的重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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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研发投入领域。通过制定《能源科技研发和示范规划》，确保对能源
的研发投入快速增长，努力将成本较高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向市场。此
外，丹麦绿色发展模式调动全社会力量，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研发的投资
力度，工业界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催生出一个巨大的绿色产业链。通过
多年努力，丹麦已经掌握许多与减排温室气体相关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技术，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丹麦成为欧盟国家中绿色技术的最大输出
国。技术创新尝试主要集中在“节流”和“开源”两大方面：

“节流”：大力推广集中供热，发展建筑节能技术。丹麦地处北欧，
采暖期长。因此，丹麦积极发展以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亦称“区域供
热”）为核心的建筑节能技术。发展分布式能源，大量采用可再生能源。
目前，可再生能源在丹麦的热力供应中的比重已经稳据首位。

同时在低碳建筑，丹麦建立了严格的建筑标准，大力推广节能建
筑。通过大力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和对建筑设施能耗实行分类管理，大大
降低了建筑能耗。与 1972 年相比，丹麦的建筑供热面积增长了 50%，
而相应的能源消耗却减少了 20%，相当于单位面积的建筑能耗降低了
70%。

集中供热和低碳建筑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丹佛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1933 年在丹麦南部的森讷堡创建的丹佛斯今天已经发展
成为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在全球各地均有工厂和公司分布，作为
创新企业的代表，业务领域涵盖暖通空调、建筑节能、变频器和太阳能、
风能等新能源，大大提高了现代生活的舒适度，推动了环保和清洁能源
的发展。

“开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独领风电世界潮流。1980 年起，
丹麦依靠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风能和生物质能源为主的可再生能源。
在世界累计安装的风电机组中，60% 以上产自丹麦。同时发展分布式
能源。2005 年，丹麦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 30%，提前 5 年完成欧
盟提出的 2010 年达到 29% 的目标。

丹麦推动欧盟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通过德国、波兰等与欧洲北部电
网相连，力图将海上风电输送到欧洲。这一计划，已经列入欧盟支持海
上风电发展的示范项目。为此，丹麦争取在 2020 年将海上风电发展目
标从目前的 30 万千瓦，提高到 300 万千瓦，并开始向北欧电网大量供
应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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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实践，维斯塔斯和国家能源公司（DONG Energy）已成
为世界少数掌握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和拥有运行经验的企业。丹麦在海上
风电装备制造和运行经验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5. 教育为本

丹麦今天“零碳转型”的基础，与其一百多年前从农业立国到工业
化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一样，均依靠丹麦特有的全民终生教育来完成，通
过创造全民精神“正能量”达到物质“正能源”，从而完成“绿色升级”，
发展更加以人为本、更尊重自然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关注自然环境、
经济增长、财政分配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因素，勾勒丹麦绿色发展战略，
绘制路线图，并贯彻到国民教育中，成为丹麦人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
一部分。

三、启示和建议

丹麦人口约 550 万人，与国内一些城市（群）的体量和发达程度
有直接的可比性。为丹麦寻找解决能源问题根本出路，坚持政策引导、
立法护航、“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基本理念，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的
实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占领低碳与绿色增长的先机，对我们的城市
管理者和工商企业是很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