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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低碳，是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交通运输领域在全球碳排放量综合中仅次于工业

碳排放，位居第二位，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自身的交通环保问题，因此解

决当前全球碳排放量久居不下的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基于大量精确的文献研究、各个时间段数据分析对

比、社区问卷调查、经过研究人员整理整合，从客观层面上明确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的影响要素，构建

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体系。通过对当前社会低碳交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整合划分出了绿

色低碳交通技术创新路径、政策引导路径、群众参与路径、国际合作路径这四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路径，

并提出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的未来展望。能够对当今社会面临的交通环保问题给出部分建设性建议，具

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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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and low-carbon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of wide concern in today’s so-
ciety.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in the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omprehensive second only 
to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ranked secon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6166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6166
https://www.hanspub.org/


王翌枢 等 
 

 

DOI: 10.12677/sd.2024.146166 1436 可持续发展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own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issues, so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that have remained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accurate literature research, data analysis and compari-
son of various time periods, community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collation and integration by re-
searcher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devel-
opment from the objective level, and constructs a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social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four specific problem-solving paths, namely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th, the policy guidance path, the mass participation pa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th, are integrated and divided, an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It can give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faced by today’s society, which has goo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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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不容乐观。2023 年的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比 1850 年至 1900 年的平均水平高

1.45℃ ± 0.12℃。2023 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打破了之前最暖年份(比 1850 年至 1900 年平均

水平高 1.29℃ ± 0.12℃的 2016 年、高 1.27℃ ± 0.13℃的 2020 年)纪录[1]。导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的

主要元凶为二氧化碳、甲烷等一系列温室气体。温室气体的产生主要是由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方

面，其中交通运输领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据比例巨大。 
交通领域中，传统燃油汽车是产生这些温室气体的主要元凶。当前我国传统燃油交通工具保有量高

居不下。这些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尾气，其中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和颗粒物等污染物，这些排放物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了重大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提出某

种更为环保的交通解决方案刻不容缓。 
因此，绿色低碳交通作为一种可行实施方案，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大幅度降低交

通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尤其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概念涵盖了从交通工具的设计

到运营方式，再到整个交通系统的管理和规划，全方位地考虑环境影响最小化。从当前我国交通领域绿

色低碳化程度上来说，仍不及国外发达国家交通低碳程度。本文基于此点，从绿色低碳交通出发，整合

整理国外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再经研究人员具体分析整理，综合各方面考虑，得出结论，对

当今社会绿色低碳交通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2. 研究创新特色概述 

2.1. 明确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的影响要素 

当前，我国很多城市都在大力推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而城市交通运输领域则是影响城市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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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实现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全面落实交

通强国战略、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抢抓科技革命、产

业革命、能源革命与数字化转型新机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传统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也是限制城市交通绿色低碳的重要因素。故我们需要不断推进电气

化改造和清洁能源使用率，提高新能源的使用率。 
再者，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综合治理有待加强。因为国家已经明确要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

展战略，要充分发挥公交容量大、效率高、能耗低、污染小的优势，推动优选公交成为公众的出行习惯。 
最后，公众绿色低碳交通理念的构建也将影响到城市低碳交通的转型发展。 

2.2. 构建了绿色低碳交通的发展体系 

该体系从不同的层面出发，包括了技术创新、政府指导、群众了解三方面。技术实现创新并由政府

实施广泛推广，群众在政府的推广下广泛了解，并付诸实际，逐步推进，最终实现绿色低碳交通可持续

发展。 
相关战略性政策指导综合社会调查以及文献分析最终整合出的路径去推动绿色低碳交通的发展。从

该体系出发研究所需要达到的结果：绿色低碳交通的技术创新路径，政策引导下的绿色低碳交通发展，

提升公众参与度的策略，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实践，绿色低碳交通的未来发展展望，最后达到碳排放量

降低，构建有效路径。 

3. 绿色低碳交通路径的综合评述 

3.1. 绿色低碳交通的技术创新路径 

1) 新能源交通工具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处于上升期，在新能源的利用中，电力驱动占所有能源的绝大部分。因

此，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是实现绿色低碳交通的重要途径之一。主观原因上，我国车辆保有量之所以仍以

传统燃油汽车为主，主要是因为人民大众对于电动汽车的认知差异导致。普遍认为电动汽车在长距离运

输上的表现不如燃油汽车。客观上，在供给质量方面，新能源汽车在质量安全、低温适应性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不足，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的融合发展还需要持续深化[2]。 
对于电动汽车而言，政府应当加强统筹规划，对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提上日程，并解决老旧小

区用电量增加带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在动力电池研究上加大资金投入，使得遏制电动汽车的技术难题逐

步解决。让群众了解到，买得起，喜欢用。 
其次，除电动汽车以外，氢能源汽车也不失为一种更好的低碳方式，氢能源汽车相较于其他燃料汽

车的优势在于其燃烧后零排放，且能源利用率高，其主要来源广泛，只需要水便可产生氢气。其关键技

术便是燃料电池的制造。当前我国燃料电池电池堆的稳定性有待提升，且氢燃料汽车的整体性能不如其

他能源。因此，该问题的解决能使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实现更加清洁的交通出行方式。 
因此，在氢能源汽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主要在增强燃料电池电堆稳定性方面，

燃料电池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技术，其稳定性和寿命直接影响汽车的使用寿命以及可靠性。其次，

应当给予政策支持，让更多的人了解氢能源汽车，完善氢能源的补贴资格要求，最终使氢能源为实现能

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最后，太阳能与风能是两个有前景的研究重点。一是如何有效降低太阳能和风能的安装成本。将太

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置于运输工具上成本过于庞大，群众接受度不够。二是能源利用率不足，成本与产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6166


王翌枢 等 
 

 

DOI: 10.12677/sd.2024.146166 1438 可持续发展 
 

生的经济效益不成正比。因此，政府应当着重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给予资金与政策支持。在这一能源汽

车的应用上，我国仍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 
2) 智能交通系统(ITS) 
智能交通系统可提高驾驶效率，优化行驶路径，从行驶过程上实现绿色低碳。自动驾驶便是其中最

为重要的一环。自动驾驶技术是当前汽车驾驶中的一种新型驾驶技术，它不仅可以提高交通安全性，还

可以提高出行效率，节约能源和降低碳排放。我国当前自动驾驶发展迅速，自动驾驶已经在我国部分地

区开始运营，且实验成果良好。 
但自动驾驶技术在安全问题上一直受群众的诟病，因此，如何解决自动驾驶的安全问题是当前自动

驾驶民用化亟需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当在经过调查考究后，加大宣传，逐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而群众

也应当理性、谨慎地看待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发展。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自动驾驶汽车将会慢慢地

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除此之外，得益于当前我国北斗导航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航技术已经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群众

只需要在汽车上开启导航，便能够得知导航上联网所知的前方路况信息。但是导航中得知的路况信息都

由官方设定，信息具有滞后性，无法得知最精确的路况信息。例如前方是否堵车等实时信息便无法获取，

目前部分导航软件上能够获取，可是仅限于使用同一软件的用户之间。各个导航软件之间信息不互通，

有时会给用户带来不便。 
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协调各方企业，建立实时信息共享平台，使各个导航信息相连，对用户提供

实时、精确的交通信息。这样可提升群众满意度，缩短路程，降低碳排放量，一定程度上也能实现低

碳的目的。 
3) 轻量化材料与设计 
在汽车节能环保设计的过程中，汽车结构的轻量化是重要因素。一方面，在汽车自重每降低 100 kg

的情况下，每 100 km 的行驶里程，车辆的燃料消耗会降低 0.3~0.5 L，相应地，燃料燃烧带来的尾气排放

也会减少[3]；如果能够在汽车制造中使用轻量化材料，便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汽车的燃料消耗，达到燃

料的高效利用，实现绿色低碳的目的。 
因此，企业应当在制造汽车过程中合理选用轻量化材料，还要根据汽车的性能，制定不同的要求与

标准。不断改进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及其生产加工的手段，为我国绿色低碳交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3.2. 政策引导下的绿色低碳交通发展 

为推进城市交通低碳可持续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交通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交通能源消费向清洁、

低碳、高效转变。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政策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生态

环境部出台并实施碳排放配额政策。  
1) 提升氢能系统效率并使其多样化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中最受关注的能源形式，在福岛灾难之后，氢能作为能源发展在国家议程上占据

重要位置。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是一个拥有少量自然资源却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日本政府在使氢能系统

多样化和提高其效率的发展上极其重视。日本是世界上开发和部署氢燃料电池微型热电联产的领先国家。

截至 2018 年，在日本已经安装了大约 270,000 个有效单元，同时在 ENE-FARM 计划下安装了 235,000
个有效单元。燃料电池微型热电联产机组使日本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减少。氢能零污染、可存储

和应用范围广等特性决定了它能为绿色交通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根据预测到 2060 年，工业领域和

交通领域的氢能使用量将占比达到 60%和 31% [4]。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氢大国，根据目前技术，制取氢

能的途径主要有煤制氢、天然气制氢、甲醇制氢、工业副产制氢、炼厂气制氢、焦炉煤气制氢、电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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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氨分解制氢等制氢形式多样化。其中，以煤、煤气和天然气制氢技术较为成熟，煤气化制氢的特

点是流程长、投资高，运行相对复杂，同时原料相对便宜、带来成本优势。煤制氢废水、废气、废渣排

放量大，环保投入大，因此一般用于化工生产，不能用来作为低碳可持续发展制氢的长久途径。而电解

水和其他绿色制氢技术所生产的氢气不足 1% [5]，所以也不宜作为制氢的主要途径。造成这些情况的主

要原因是制氢的成本限制，此外，氢能的储存和运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 2023 年 11 月 6 日，近百家

跨国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展示外资企业新技术。其中，在氢能展示区的 3H 馆 3A1-01 展出的上海西爱西

氢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首次亮相博览会的双枪加氢机和高压储氢罐，将带来新的加氢便利契机，为绿色低

碳拓展新空间。把握全球氢能发展趋势，整合氢能科技创新资源，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是使氢能系

统多样化并提高其效率的重要途径。 
2) 促进共享单车城市化 
共享单车作为绿色交通出行的代表，其快速发展对推动中国交通领域绿色转型、促进交通领域双碳

目标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2022 年全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38,320 亿元，同比增长约 3.9%。

共享经济已经在交通出行领域广泛渗透[6]。在 2019 年，为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由政府及多个部门联合发

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将共享电单车编入发展绿色产业目录，政府明确鼓励发展共享交通设施建设

和运营、发展共享交通业务，共享电单车迎来市场机遇。共享单车有助于缓解交通堵塞，以及公路的磨

损，减少空气污染，同时还能降低对能量的依赖性。按照全国共享单车市场每投放 100 万辆共享单车来

计算，共享电单车行业一年的碳减排量可达 20.5 万吨。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

弱时，共享单车平台的进驻能够成为地区环境治理的市场替代机制，发挥二氧化碳减排效应；较高的地

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共享经济的发展，增强共享单车平台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绿色出行理

念的深入人心，共享单车的骑行量逐年增长。以北京为例，数据显示，2022 年，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量

达 9.68 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1.66%。与此同时，政府、企业、用户协调联动、形成合力，正营造更加友

好的骑行环境。 
3) 政府角色与责任 
在 2023 年 9 月 2 日，吉利数科碳解决方案负责人张伟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论坛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碳达峰碳中和的首届专业委员会 2023 年年会上演讲，分享碳普惠的经验。碳普惠是以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全社会参与的方式，鼓励社会公众践行低碳行为，实现减排。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缓解环境污

染有着显著贡献，同时，技术的发展还会促进绿色资本投入并淘汰高耗能行业，吉利科技在与政府碳普

惠的合作场景下，通过建设碳积分体系并提供新能源车绿色消费场景，为群众提供了助力绿色低碳交通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在 2023 年的 8 月份，吉利数科还提供了用户以碳积分购车的优惠。合理的产

业结构转型则会促进能源结构绿色高效化，减少碳排放[7]。此外，如吉利数科一般试点政策可通过改善

工业产业结构，形成低碳产业集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8]。政府结合其他企业和公司开发新产业，推进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布政策，并排除其他国家政策不相适应的影响，走一条

稳健的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道路。 

3.3. 提升公众参与度的策略 

提升公众的参与度应当从教育与宣传开始，因为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所以我们要积

极地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对他们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我们必须共建生态文明，才能共享绿色未来。

以下我们来分析如何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如何对他们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首先，应当进行的便是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一个习惯要用二十一天来养成，而环境保护意识应

当从小培养，相关政府应当建立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在初级教育阶段便给未成年人灌输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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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意识。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意识也是通往绿色低碳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深入人心，绿色

低碳行为的开展必然能够一帆风顺。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实现绿色低碳的

交通出行方式，是离不开生态文明教育的，不然有的人认为生态文明不重要的话，那样对于实现生态文

明是相当不利的。 
如马克思那样的能人都能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应当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因为它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其理论的主要特点是试图用生态学理论去

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以此来揭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

义制度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并提出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大学生人与

自然和谐的思维方式、低碳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的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9]。 

3.4.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实践 

1) 全球事业下的挑战 
绿色低碳可持续，不仅仅是我国问题，更是全球问题。想要生态文明持续发展必须是国际化的，如

果有一个国家极力保护生态文明而有的国家极力破坏，那生态文明的建设肯定是不行的。就如前一段时

间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染，这是其他国家极力反对的，因为那对生态是极为有害的。 
签订更多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协议，这样才能保护生态多样化，不至于到了最后地球走向毁灭。 
近些年全球气候的持续上升，导致了许多的生态问题。比如：北极冰雪的融化，导致了许多的动物

无家可归，最后走向灭亡。这是我们为什么对双碳问题这么关心的原因，因为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有很大的影响。 
2) 技术交流与转移 
分享我国先进环保技术专利与成功经验给他国是实现技术交流与转移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做不到免

费的共享，但是我们可以拿一些东西来共享我们的对于生态文明有利的知识。这对于全球生态文明的发

展是很重要的，人多力量大，才能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第二步，便是推进国际研发合作，该合作对于人类十分重要，因为每个国家肯定有不同的先进技术，

把这些先进的技术整合在一起，一起研发对绿色低碳有利的方式，那肯定比一个国家独自研发要快得多。

希望各国放下太多的利益，一起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 标准统一与互认 
作为实现世界性减碳大头的绿色低碳交通，由于各国发展环境与政府政策的差异化，对于该方面的

科学技术是参差不齐的。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了绿色低碳交通的向前发展，制定统一化标准就成

为了必然性选择。当然，这里的制定并非是单纯文字上的数据选择，发展中国家非洲刚果(金)、纳米比亚

与发达国家英美的标准制定必然是有差异的且是巨大的。而是要综合性地看待全球差异化发展的现实，

并从中商榷获取具实践意义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才能收获各国的认可与行动参考，从而调动各国力量促

进低碳交通发展大业。 
首先，应当进行统一的国际化的技术标准制定。统一标准的制定，必然有部分国家技术要求不达预

期，这是需要技术帮扶的。在技术转移上。实现低碳技术转移成功至少需满足三方面条件：首先，技术

转让方认为实行技术转让的所得收益不少于不转让技术的所得收益；其次，技术受让方认为接受技术转

让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低于技术转让的费用；最后，技术转让费用在受让方能力的可承担范围之内[10]。完

成条件还要考虑学习成果本土化，技术标准需分步递进，最终去异化同，达到统一标准线上。而技术标

准的统一制定就是综合各国的技术发展趋势来定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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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当建立国际承认的技术标准认证体系。 
对于技术标准认证体系的建立，则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了解和研究认证标准：技术人员要切身了解减碳技术、了解认证标准的要求和具体内容，以便在建

立和实施体系时能够符合标准的要求。 
制定文件：根据认证标准的要求，细化各项要求与内容。文件要明确技术目标、使用范围等。 
建立减碳技术团队：组织技术团队来管理认证体系与认证实施。而技术团队应来自各国的成员，保

证兼容性。 
持续改进：完成认证体系建立后应密切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定期自检。 

3.5. 绿色低碳交通的未来发展展望 

随着科技的进步，大众对于绿色低碳交通的发展是抱有极大期望的。技术型的更低能耗、高效率、

低碳排放的交通技术普及是非常直观的发展愿景；政策型的共享经济普及，城镇结合减碳，国与国经济

政策的影响；人文型的绿色出行深入人心，环保意识的外化于行……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绿色低碳交

通终将成为世界性低碳的有力推手，为美好生活增添一份色彩。 
1) 科技发展趋势 
低碳交通技术在当下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就是新能源研究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这几个了。在我国新能

源汽车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存在。2023 年 1 月~9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产销量分别

达到 631.3 万辆和 627.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3.7%和 37.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比

重已经达到 29.8% [11]。而数字技术也占有重要地位。数字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综合交通运输领域绿色化

发展的重要途径[11]。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惊叹科技在绿色低碳交通上的大放异彩。 
对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清洁能源的进步。从蒸汽火车到高铁，这是一个明显的能源利用效率的

跃进；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清洁能源进步的体现，这是煤炭到电力进步的其中一角。而在交通行业的清

洁能源技术进步方面，新能源汽车早已进入千家万户，其中核心——电池的安全性问题与能量密度问题

也在万千科研人员的不懈坚持下被攻克，而其电池性能以后也必将更加优异。此外，还有氢能也在默默

发展，光伏和风力发电及制氢、城市生活垃圾制氢、CO2 加氢制甲醇和乙醇技术，可以克服传统的资源

利用手段，使资源再生或绿色循环利用，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12]。甚至核能思想也被抛出议论。 
其次，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都被大数据包围，也受到人工智能的优待。其实，对于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的关注并不只在交通，在诸多领域内都有对于其的关注热点，可见其作用之大。在绿色低碳交通领

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十分密集的。有为各车主提供高精度地图与实时红绿灯、提供路口信息

等实时精确数据，有针对停车场车位难寻、停车难的自动代客泊车(Automated Valet Parking, AVP)，有智

慧公交提供智能化服务、精准客流已充分发挥公共交通效能，亦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识别车辆特征(车
标、车型、年款等)、交通违法行为(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等信息。诸如此类，

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是资源利用率提高、进一步绿色低碳的体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虽不能直接降低

交通减碳，但通过“软服务”也成为了绿色低碳交通领域的热门研究领域。 
2) 政策趋势预测 
在大部分国家中，都有相应的绿色低碳交通政策。在我国包含有支持新能源汽车研究、高铁建设如

火如荼、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道路建设废物利用、宣传低碳出行、绿色金融等。在国外，也有相应

政策来推动绿色低碳交通发展，如调整汽车购买税率，限碳排、按号出行等。这些普遍现象都向我们表

达着同一个意思：绿色交通、低碳交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主流趋势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只会通过一

系列政治政策来将绿色交通、低碳交通理念贯彻到方方面面。同时，也进行着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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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先进的低碳技术引进来，而自身优势领域的低碳技术也将走出去。将科学技术进步的福利带给每一

个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的人。 
3) 社会文化变迁 
绿色出行，就是采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出行方式。在当今社会，绿色出行俨然成为了一种主流。绿

色出行会如此受人推崇不仅是因为它能降低自己出行中的能耗和污染，也在某些方式如骑车、步行让人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有放松心情、体验自然的作用。当然，在大多数坚持绿色出行的人们心

中，这样的出行更是一种爱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方式。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同时也体

现在生活的一个个小细节当中。除此之外，在人们生活当中也处处有着国家与社会对于低碳生活、绿色

出行的宣传。绿色环保，这是一个经常结伴出现的词汇。在绿色生活理念出现同时，环保意识也一同出

现在人们的脑海中。绿色与环保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上的共同体。废物利用，循环再生，垃圾是放错

了的资源……对于绿色低碳交通来说是常用的理念。道路铺设中就有许多再利用的例子，旧路沥青路

面造混凝土、炼铁废渣造水泥、废弃轮胎垫路面等不胜枚举。绿色环保已成为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的重

要理念。 

4.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当前社会背景，分析了全球绿色低碳交通的发展趋势，构建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体系，通

过对当前社会低碳交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划分出了绿色低碳交通技术创新路径、政策引导

路径、群众参与路径、国际合作路径这四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并提出了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的未来展

望，对国家政策具有借鉴意义。得出如下结论： 
1) 技术创新方面，当前社会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大有可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统筹规划能力，

有效规划充电桩的分布和对老旧小区进行电容升级改造。并给予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

大资金投入在新能源研究上。同时，智能交通系统也能够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铺平道路，能够更进一步

地实现绿色低碳交通，从自动驾驶到实时信息共享平台，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使自动驾驶不再局限

于小群体，以谨慎的态度考究自动驾驶的安全性问题，联合各有关企业，建立有效的实时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信息实时，交通共享，道路通畅，低碳环保。 
2) 政策引导方面，当前社会环保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各中小型城市仍有不少环境问题出现。政府应

当加强环保法规建设，从基层入手，加大宣传力度，让环保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加强城市规划与基础

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有效的环保路径。还可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限制交通碳排放量，制定排放标准，

完善资助标准，鼓励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加强非机动车道建设与公共交通优化，尽量减少私家车出行。

最后应当加强执法监督力度，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群众参与方面，群众在绿色交通方面的参与度主要依靠于其自身环保意识的深浅。因此，政府应

当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建设，在初等教育阶段开展环保教育课，对未成年人进行环保意识培养和生态文明

教育。也可以从共享经济入手，对相关企业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使共享经济深入各地，人民群众用得

放心。最后，政府应当加强替代出行方式的推广，并加大群众绿色出行习惯的养成。使绿色低碳交通理

念深入人心，人人了解，人人认可，人人参与。 
4) 国际合作方面，绿色低碳交通不仅仅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其问题覆盖全球，从前段时间

日本核污水排海来看，当前国际协议与承诺制度并不完善。政府应当发挥其领导作用，在处理好自身环

境问题的同时，也应当关注国际环保问题。从气候方面出发，引导各国进行有效的绿色低碳交通治理。

还可以建立知识产权共享库，分享各国有效的环保经验，共同实现绿色低碳交通。在科技上还可以进行

国际研发合作，各国研究人员共同分析绿色交通可持续路径。还可以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和建立有效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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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体系。做到我国受益，他国受益，全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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