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材料：  

5.1976年，丹麦政府专门设立能源署，之后于 2008年，又专门设置了丹麦气候变化正

常委员会。1976年的“丹麦能源政策”作为丹麦第一部能源领域的整体规划明确提出：进

口天然气来源限于北海和德国；利用发电废水供热；发展区域供暖系统；大力发展风能；增

加国家支持的能效技术、新能源技术研发投入；鼓励工业和生活节能等。在随后的数十年中，

丹麦不断细化和完善相关能源政策，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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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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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卖

给消费者之前国家对所有电能增加一个溢价，这样消费者买的电价都是统一的。另如，丹麦

政府在建筑领域引入了“节能账户”的机制。所谓节能账户，就是建筑所有者每年向节能账

户支付了一笔资金，金额根据建筑能效标准乘以取暖面积计算，分为几个等级，如达到最优

等级则不必支付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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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丹麦要求新建筑必须遵循严格的能耗指标，同时，丹麦计划到 2020年前完

成电、热、气、水的入口计量工程，这种能耗计量方式的普及对激励居民主动减少生活能耗

效果显著。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了法律法规的正面引领，促使建筑业也更具有前瞻性。

近些年来，大量新建筑不仅是严格按照“2015建筑能耗规定”（BR2015）设计建造，有的甚

至依照“2020建筑能耗规定”（BR2020），使得能耗标准再多减低 25%。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出台有利于自行车出行的道路安全与公交接轨等优惠政策和具体措

施后，自行车成为包括王室人员及政府高官在内多民众日常出行的首选。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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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为 0.32辆），成为名副其

实的“自行车王国”。 

丹麦绿色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公私部门和社会各界之间的有效合作。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绿

色大型项目时，在商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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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更高效地实现公益目标。

哥本哈根将于 2025年建成全球第一个零碳首都；第二大城市奥胡斯 2030年实现碳中和；在

南部森讷堡地区致力于 2029年建成零碳社区。上述“零碳项目”均是公私合作的典型案例。 

丹麦政府和国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发展创新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作为发展



的根本动力，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丹麦是资源贫乏的小国，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第二，

全球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日高，给丹麦企业界和研究界提供了动力和商机，把提

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减排温室气体的最有效手段；第三，由于美国页岩的价格

十分低廉，所以无论是丹麦，还是中国、日本，其能源价格和电价都高于美国（国际能源署

预估美国的优势将持续 20年），丹麦企业要与美国企业竞争，必须借助于创新的节能减排技

术提高竞争力，弥补能源价格方面的竞争劣势。 

近年来，能源科技已成为丹麦政府的重点公共研发投入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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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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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立法税收的引领下，新的能源

政策始终强调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研发的投资力度，工业界积极参与，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

行技术创新，催生出一个巨大的绿色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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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丹麦的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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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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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依靠丹麦特有的全民终生草根启蒙式的“平民教育”，通过创造全民精神“正能

量”而达到物质“正能量”，从而完成向着更以人为本、更尊重自然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的

“绿色升级”。自从上世纪 70-80年代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以来，丹麦人不断反思，从最初

对国家能源安全的焦虑，进而深入到可持续发展及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层级，关照到自然环

境、经济增长、财政分配的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因素，据此勾勒出丹麦的绿色发展战略。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5所反映的丹麦发展模式，对我国的绿色发展有哪些可借鉴之处？（20分） 

要求：内容精确，切合实际，200-300字。 

 

 

 



 

 

参考解析: 

可借鉴之处包括： 

1.成立专门机构，设立政策委员会。 

2.细化和完善能源政策，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1）利用财政补贴和价格激励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2）在建筑领域引入“节能账户”机制，要求新建筑遵循严格的能耗指标。 

（3）出台有利于绿色出行的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 

3.以公私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有效合作为绿色发展提供基础。 

4.提高政府和民众的能源忧患意识，发展创新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大对能源

科技的研发投入。 

5. 进行全民启蒙式的“平民教育”，完成发展模式的绿色升级。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