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之路
——来自日本绿色发展政策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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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发展与中国
中国绿色发展的阶段性

2、日本绿色发展政策
日本绿色发展进程；日本低碳政策；日本环保政策

3、日本经验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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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0-2018年中日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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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分部门能源消费结构（单位：k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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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本分部门能源消费结构（单位;ktoe)



日本绿色发展政策 贰

①

日
本
低
碳
相
关
政
策

时间
政策法规/方针/

计划/大纲
主要内容

1990年10
月

防止全球变暖行
动计划[4]

在广泛重新审视日本的城市低于结构、交通体系、生产结构、能源供给结构、生
活方式等现状的同时，促进技术的开发与普及，提出了从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到
废弃物排放的全方位具体政策。

1998年10
月

地球变暖对策推
进法[5]

世界上第一部以防止全球变暖为目的的法律为促进实现《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
的目标而制定的相关规划的制定与推进，明确国家、地方、企业、普通民众的相关
职责与义务。

2002年3月
地球变暖对策推

进大纲[7]

为实现《京都议定书》6%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做出方针政策的推进，从能源、建
筑、绿化等方面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与政策

2005年4月
京都议定书目标

达成计划[8]

基于《地球温暖化对策促进法》，为实现《京都议定书》中所确定的温室气体排放
削减目标而制定的发展计划。规划进一步明确各领域（产业、民生、运输等）的具
体减排对策。

2008年5月
环境能源技术革

新计划[9]

为了更大幅度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现有技术的进一步改良是有限的，能够
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革新技术的开发是必要的

2012年9月
城市低碳化施行

促进法[10]

在各种各样对事业和技术开发的支援、政策效果的评价方法和相关基准的制定
下，通过积累成功事例和对城市市民的普及，实现城市的低碳化。

2013年11
月

农山渔村可再生
能源法[11]

通过协议会的方式，对农山渔村地区农林渔业的土地利用进行调整，引入可再
生能源的地域活性化。

2016年5月
地球变暖对策推
进法（修订）[12]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强基础，提高所有国民对地球变暖现状与对策的理
解，并将其认为是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政策措施

2017年5月 长期低碳远景[13] 日本秉承着创造自主国家贡献的同时实现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坚持技术
创新的双重原则，进一步开展低碳事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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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绿色发展政策 贰

②

日
本
环
保
相
关
政
策

市场化与产业化

综合环保政策：1993年《环境基本法》——环境保护政策的基石
基于构建减少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目的
《环境保护促进法》 《环境基本法》 《环境保护促进法》

废弃物处理政策：一般废弃物与产业废弃物 细分化
水污染处理政策

生活排水对策

家庭部门对策

地域对策

个别处理设施

家庭厨房对策

普及启发活动

共同处理设施

下水道普及

设置生活排水专用处理设施

净化槽安装

净化槽安装

农村地区集落排水设施的普及

社区成套设备安装



贰日本经验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借鉴

明确法律和激励性政策的细类划分

给予农村山区与城市同样的重视

提高全民低碳环保意识

• 从发展计划、法律法规到具体行业的行动指南，其
制定与细化分类的细致程度有目共睹

• 法律法规与激励性政策的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包括政府、企业、公民、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各主体
在实行过程中切实履行责任与义务，同样需要法律
法规和激励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完善，乃至在
不断的探索中实现细化分类，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
适的道路。

• 对于在农山渔村地区生活的居民来说，上下水道的
完备和垃圾的处理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 政策及法规中明确包含了农山渔村地区，并在生活
排水对策中强调普及农村集落排水设施，所有对策
和城市同步，无差别对待，并且将权力下放，给予地
区政策活力，根据具体农山渔村的具体情况制定。

• 提高低碳环保意识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大宣传
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意识转化为书本上的知
识，融入到大中小学学生的课本中和实践中，从教
育的层面，从长期的角度，切实提高全民低碳环保
意识。



岛根大学访学：学习与体验当地生活的绝妙结合



岛根大学访学：学习与体验当地生活的绝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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