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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设立于1984年，是连接五个东亚国家的区域联络
中心，覆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国、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大韩
民国。这五个国家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0%、经济产值约占全球的25%，拥有超
过5000年的丰富历史与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致力于寻找并实施社
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层面的创新解决方案，协助五国实现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以及对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办事处致力于履行教科文组织在其所有主管领域的普
遍使命，覆盖：教育、文化、社会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信息与传播。

 · 在其覆盖的五个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的职能包括：
 · 协助关键决策机构进行能力建设
 · 加强教科文组织工作领域的政策、标准以及实践
 · 促进东亚区域内外的国家间合作
 ·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持续性影响

竹乡碳计项目在赤水市举办培训班，学员正在学习竹丝编织技术（来源：汪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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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竹藤组织
成立25年来，国际竹藤组织携手成员国和国际合作伙伴，积极推广竹藤作为基于自然
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潜力与价值，在推进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发展、
公共活动、示范项目、知识共享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成员国数量从9个增加到50
个，协调、参与、组织数十次全球性国际大会、展会，支持20多个成员国制定竹藤产
业发展规划，并在80多个国家开展了竹藤示范项目和技术知识培训，为加快全球竹藤
资源开发、促进竹藤产区生计发展、繁荣竹藤产品市场、推动世界竹藤产业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促进竹藤相关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践行全球发展倡
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平台。

体面就业培训中的竹编产品展示（来源：汪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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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消费的定义
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
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
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展建
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
上新台阶。

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构成了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关键词。居民消
费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
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
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大类，涵盖了
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游、用、
娱乐等方面。在居民消费领域推进绿色低
碳可持续消费也必然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

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可持续
消费定义为“提供相关产品与服务以满足
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也使自
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产品
或服务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
最少，从而不危害后代人的需求”。1987
年，英国将绿色消费定义为“不使用危害
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不使用在生
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商
品；不使用过度、超过商品本身价值的包
装或过短的使用寿命而造成不必要消费的
商品；不使用来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的
商品；不使用含有对动物残忍或不必要剥
夺而生产的商品；不使用对其他国家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商品”。

什么是绿色低碳消费

从2001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倡导绿色
消费。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
或有助于公共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
程中注重废弃物的收集与合理处置，不造
成环境污染；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方便、
舒适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
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培育绿色理念，促进绿色消费，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1。2022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促进绿色消费
实施方案》中指出，绿色消费，是各类
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全过程贯彻绿色低碳
理念的消费行为2。绿色消费，不仅包括

1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双碳导向下的绿色消费：内涵、传导机制和对策建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各种竹制餐盘、餐具、茶盘、纸巾盒等日常用品越来越受到
消费者的欢迎 (摄影：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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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产品近景（来源：汪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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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
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物种环境的保
护等。在国际上，绿色消费已不是单纯
的消费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包括节约资
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
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
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
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Rescue）等内涵的宽泛概念。

低碳消费是绿色消费的重要内容，也
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2003年
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
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在满足
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需求的基础上，努力削
减高碳消费和奢侈消费，实现生活质量提
升和碳排放下降的双赢，促进低碳经济的
构建。低碳消费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
坚持低碳理念，践行科学、文明、健康的

左图：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和竹刻产品非常适合作为精美的礼物或旅游纪念品 （摄影：李艳霞）
右上图: 竹编灯具（摄影：李艳霞） 右下图: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

消费方式。换言之，低碳消费是从碳减排
的角度来解决消费的不可持续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消
费，发布了101项与绿色生活有关的政策
文件。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26
项，主要是推进绿色消费的通知、意见和
方案；中央各部委发布相关文件75项，主
要是落实国家决策的具体措施和推进行
动。总体上看，中国促进绿色消费的制度
框架基本成型。在推进措施上，我国积极
推动了绿色消费的相关探索（如中国绿色
产品认证、节能环保产品认证、环境标志
认证、绿色供应链、共享单车等），为推
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累了经
验。在公众行动上，公众环境意识、参与
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明显提高，以及对良好
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的日益增长，构成
了绿色消费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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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合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绿色消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政策措施不健全。财税政策不能完全落地、招投标机制不健
全、市场监管不到位、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尚不能有效激励和
引导市场主体和消费者。

绿色低碳消费意识比较薄弱。居民由来已久的粗放式消费习
惯，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炫耀性消费等现象还在某种程度上
存在，在衣食住行用的日常生活中还未养成健康、环保、适度
的消费习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
生态退化问题。绿色消费观念仍然没有深入人心。

消费者收入水平。绿色产品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其实现的
途径是在制造资源、工艺等方面进行持续的创新。这要求制造
商对产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绿色产品成本高、价格贵。

绿色消费产品供给不足，无论是绿色食品、节能产品、绿色建
筑、公共交通还是环境标志产品，规模都较小，远未成为衣食
住行必须消费品的主流，相关可持续消费选择的资源环境的规
模效益有限3。

制约绿色消费的因素

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推广绿色消费存在以下几点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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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的特点
竹子是禾本科竹亚科的植物，是世

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全球已记
录的竹种有1642种，其中木本竹种1521
种，草本竹种121种 (Maria Vorontsova, 
2017)。

中国是世界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竹种资源、竹林面积、竹材蓄积和产
量全球居首。中国有837个竹种，占世界
竹种的51%，竹林面积700万公顷，广泛地
分布在福建、江西、湖南、浙江、四川、
广东、广西、安徽等20个省市和地区。中
国竹产业产值已逾4000亿元。 

竹子是重要的森林资源，不仅提供
优质的竹材资源与竹笋食品等生产生活资
料，同时还提供固土释氧、固碳增汇等多
重生态系统服务。据测算，中国竹林每年
可实现减碳1.97亿吨、固碳1.05亿吨；加
工1吨竹材碳排放30千克，分别是钢材的
1/216、铝材的1/220和塑料的1/194。竹
子根系庞大、适应性强，能够有效帮助退
化土地恢复。竹子也是一种可再生资源，
可以每年采伐，并替代木材、混凝土和钢
材等用于制造各种耐用产品。

竹子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竹子碳积累迅速、碳储存高效的特性

竹子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4 中国经济导报《“以竹代塑”为全球“减塑”提供解决方案》

在国家（赤水）竹产业示范园区的竹亭，既别致又低碳 （摄影：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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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作为碳汇和缓解全球变暖的重要自然
手段愈发得到重视。应对当前全球气候变
化，竹子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

一是竹林碳汇（碳捕集）：竹子是世
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可快速固碳，吸碳
能力强。一公顷毛竹每年固碳量可达5.09
吨，是速生阶段杉木的1.46倍，是热带
山地雨林的1.33倍。竹子通过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是重要的碳汇。竹子的生
长提供更多的碳捕捉和储存效益。总体而
言，每公顷竹林可固定94-392吨碳，通过
科学经营可以进一步提高竹林碳汇量。根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竹林生物量4.2
亿吨，竹林总碳储量为2.1亿吨，占森林
总碳储量的2.6%。

二是竹产品碳库 (碳利用与碳存储):
采伐收获的竹材通过加工成各类耐用的竹
制品，以产品的形式可以实现一定时期的
碳存储与碳利用。将竹产品存储的碳进
行折算转换，每公顷竹林通过产品碳库可
固定70-130吨碳。国际竹藤组织对常见建
筑建材类竹产品进行生命周期研究，结果
显示竹材产品是负碳产品，其碳足迹低
于桉树人工林，远低于混凝土、PVC、钢
铁、铝等材料。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
竹国，竹产品种类繁多，产业横跨一二三
产。竹材人造板、竹建材、竹日用品、竹

工艺品、竹浆造纸、竹纤维制品、竹炭、
竹醋液、竹笋加工品、竹叶提取物等10大
类、上万个品种的竹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建
筑、运输、包装、家具、装饰、纺织、造
纸、食品、医药、旅游、康养等领域。

三是替代减排，减塑降碳协同增效：
竹制品以其天然、绿色、低碳、环保、可
再生、可生物降解、可循环等优势，可以
替代高耗能高排放材料和产品(如塑料、
混凝土和钢材等)，实现替代减排与减污
协同增效。无论生产过程还是回收处理，
竹制品碳排放都比塑料制品少，以竹代
塑，有利于减少塑料制品及其全生命周
期中的碳排放。如PVC树脂碳排放系数为
6.74吨CO

2
/吨PVC。考虑到竹制品为负碳

产品，假如全球每年6亿吨竹子替代PVC产
品将可减少40亿吨CO

2
排放。此外，竹产

品在使用后可以自然降解，使用竹子替代
塑料等，可减少碳排放，直接有助于实现
全球和国家碳中和目标。

四是竹供应链与循环经济（增效减
碳）：通过提高竹子供应链效率和发展循
环经济，可实现增效减碳。建立竹产业
链、供应链、发展竹循环经济与低碳园
区，提高资源效率、回收和再利用率、加
大非化石能源的使用率、优化物料物流
等，减少过程中的碳泄露，可进一步降低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实现循环经济。

竹产品是绿色、低碳的产品。（来源：国际竹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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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管
理，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
约》）决议通过的地标或区域，是人类罕
见的、超过国家界限的、无法替代的财
富，是全人类共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
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其分为自然
遗产、文化遗产，以及兼具两者的文化与
自然混合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地点，
必须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突出的普世价
值”，在地理或历史上具有可辨识与特殊
的意义。世界遗产可以是古代遗址、历史
建筑、城市、沙漠、森林、岛屿、湖泊、
山脉、荒野地区。

截至2023年，总计有1,199项世界遗
产，包括933项文化遗产、227项自然遗
产、39项复合遗产。以区域划分，欧洲
和北美地区565项最多，其次为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289项。以缔约国划分，意大利
共有59项最多，其次为中国57项，包括文
化遗产39项，自然遗产14项，双重遗产4
项，含跨国项目1项。其中含有竹子或竹
元素或竹文化等相关的中国世界自然遗产
地共有17项，包括：

1. 黄山（1990）

2. 黄龙风景名胜区（1992）

3.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1992)

4.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1992)

5.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1994)

6. 庐山国家公园(1996)

7. 峨眉山—乐山大佛(1996)

8. 苏州古典园林(1997,2000)

9. 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1998)

10. 武夷山(1999)

11. 青城山—都江堰(2000)

世界遗产地开展绿色低碳消费

12. 明清皇家陵寝（2000，2003，2004）

13.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2006)

14. 中国丹霞(2010)

15.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1)

16. 湖北神农架(2016)

17. 梵净山(2018)

世界遗产地生态旅游与消费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绿色消费方式，

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83年首次提出后，
迅速普及全球。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生态
旅游已成为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旅游方式。生态旅
游产品日趋多样，深层次、体验式、有特
色的产品更加受到青睐5。在遗产地大力
地发展绿色消费，已经成为了主流趋势。
同时，生态旅游发展带动了就业增收。目
前，生态旅游已成为农民脱贫增收的新渠
道，更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消费
的新引擎，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日
益明显。

2019年，中国文化和自然混合世界遗
产地共接待游客3.88亿人次，占全国游客
总量的6.52%。在遗产地旅游热度持续高
涨的背景下，如何高效、可持续地管理遗
产地旅游，成为需要不断研究的话题。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2004年的定义，可
持续旅游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
）将“最优化利用环境资源”作为旅游发
展的核心，维系基本的生态过程并保护自
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2）尊重当地社
区社会文化原真性，保护他们所构建的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统价值，并
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与宽容；（3）确定长
期、可行的经济运作模式，保障社会经济
利益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公平分配，包括
提供稳定的就业和赚取收入的机会，为当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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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竹制酒店用品。 下图:竹制一次性餐盒、餐具。来源：中国经济导报摄于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际竹藤组
织展区。



12 | 世界遗产地绿色低碳消费指南 

地社区提供社会服务，并帮助扶贫。

世界遗产地旅游活动，对遗产地的
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产生影
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
极的。随着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负责
任旅游等概念的发展与普及，世界遗产地
可以通过多种绿色低碳旅游消费行为或举
措，全方面多角度地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推广光盘行动，鼓励游客按需点
餐、餐后把没吃完的菜打包带走。餐厅推
出小份菜和半份菜，杜绝浪费。

二是可以推广生态停车场，景区率先
低碳化。倡导公共交通和电瓶车、自行车
等低碳或无碳交通方式；旅游接待设施尽
可能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景区
为游客提供充电桩等服务。

三是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探索酒店低碳发展模式。使用竹制品如餐

盘、餐具、包装、洗漱用品等减少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倡导游客可以自带餐具、
洗漱用品等方式，最大限度的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使用。

四是可以通过无纸化票务、智能化集
约式通达等低碳服务，有效减少游客在票
务、出行等方面的成本支出6。

五是尽量减少过度包装产品的使用。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更多的行为方
式，实现生态旅游，推广绿色消费：

 · 尽量不带用完即弃的物品。

 · 带走一切带去的物品，绝不留下垃
圾。

 · 尽量不生火。

 · 不干扰野生生物，不捕猎或采摘植
物。

6 绿色中国《低碳旅游实现绿色消费》

左图:竹制笔。右上图: 竹制音箱。右下图：具有竹制手柄的女士包。（摄影：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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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干扰当地居民的生活。

 · 保持宁静，尽量不使用唱机或扬声
器。

 · 遵守旅游景区管理当局的指示，注意
防火。

 · 进行益智又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活动，
例如写生、观鸟、参观农场、玩集体
游戏。

 · 使用多次可再用的容器，例如午餐
盒、水壶，减少一次性的纸或塑料餐
具。

 · 吃新鲜的食物，减少罐头或其他包装
好的饮食。

 · 尽量自己制作食品及饮料，例如三明
治、甜品、果汁、茶等。

在世界遗产地推广绿色低碳产品，减少塑
料污染，减少碳排放

2021年，随着十四五时期从“精准扶
贫”到“乡村振兴”的战略过渡，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在乡
村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潜力。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仅能够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
为乡村发展留住人才，也能够通过传承和
创新形成新的产业，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打开新局面。竹子具有生长快、培育周期
短、强度高、韧性好等特点，很多科研院
所和企业已开始研发和生产竹产品替代塑
料产品。既可以替代塑料满足人们的需
求，又满足绿色环保要求。

2022年11月7日，国际竹藤组织与中
国政府联合发起“以竹代塑”倡议，通过
使用更加绿色、低碳、可再生和可生物降
解的竹产品来减少高污染难降解的塑料制
品，助力减少塑料污染。这无疑为绿色低
碳消费带来新的途径。2023年10月，中国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快“以竹代
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11月7日，国
际竹藤组织与中国政府联合发布的《“以
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2030)》，

呼吁共同推动全球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
候变化。

在世界遗产地，通过以竹代塑行动促
进绿色低碳消费，这些行动可以包括：

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建设中，基础设
施和服务设施，尽可能地使用低碳环保的
竹制材料、产品。例如可以用竹子户外地
板、重组材搭建世界遗产地景区人行步
道、围栏等。用竹制板材制作各类标识
牌、指引牌。竹编材料用于照明灯装饰灯
罩，既环保又美观。

全球建筑行业贡献了碳排放总量的
40%。生产一吨水泥排放0.8吨CO

2
。利用

竹子发展绿色、低碳、节能型建筑，既节
能又自然。例如，在厄瓜多尔、越南、埃
塞俄比亚等国家，竹子已经较为成熟地
作为圆竹主体结构建筑，用于搭建小型的
公共建筑，例如餐厅等。此外，工程竹材
料，既可作为复合建筑材料，也可作为室
内外装饰装修材料。在世界遗产地等景
区，可以考虑用竹建筑、结构材料等用于
休息亭、休闲座椅、停车棚等景区公共建
筑或乡建构筑的建设材料。 

一次性塑料制品，用量大，废弃率
高，每年会产生巨额的塑料垃圾，污染环
境。除了肉眼可见的宏塑料，塑料微颗粒
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它们甚至可以通过食
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类健康。中国每年
大约消耗460亿支塑料吸管，折合产生约3
万吨塑料垃圾。此外，还有许多的一次性
塑料餐盘、刀叉勺、包装袋，产生巨大的
塑料污染。世界遗产地的游客较多，在酒
店、餐饮等环节中对一次性制品的依赖性
较高，应当尽可能地通过使用可生物降解
的竹制品来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很多世界遗产地，不仅拥有无以伦比
的独特自然环境，同时还拥有许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特别是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可以很好地开发成环保伴手礼和景区
纪念品。例如，竹编、竹雕、竹刻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基础的非遗文创产品，越来
越多地受到游客的喜爱，既有纪念意义，
又能传承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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