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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低碳转型协同效益系列之

就业
本政策简报是“推进‘一带一路’绿色高质量发展与低碳转型的协同”系列政策简报的一部分。查看其

他政策简报，请访问我们的网页。有关模型和情景的技术背景信息详见方法附录。

摘要：

低碳转型进程中，绿色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意味着化石燃料产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当

前，大部分 " 一带一路 " 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低碳转型带来的就业结构性变化将对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在这份政策简报中，我们分析了 1.5℃情景

下“一带一路”地区的就业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低碳转型能够为“一带一路”地区多

个绿色产业部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到 2050 年，1.5℃情景下绿色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将达

到 3200 万个，是当前的三倍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增的绿色就业岗位数量将远超化

石燃料部门的就业损失，这表明绿色低碳转型总体上能够为“一带一路”地区的就业带来积

极影响。我们建议：“一带一路”国家要抓住机遇，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积极打造适应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产业链和供应链，放大低碳转型的产业链就

业拉动效应，多措并举促进人力资本的绿色低碳适应性转型，同时要妥善处理好结构性失业

问题。

1. 背景

现有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地区低碳转型将在当地创造新的迅速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在绿色产业，如

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能源效率。1 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将带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例如可

再生能源发展所需的设备制造和分销、维护与保修工作。以巴基斯坦、波兰和南非三个国家为例，截至

2018 年，中国在当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创造了近 2.3 万个工作岗位。2

但是，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高，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产生就业损失问题。例如，

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相关产业是当地经济发展支柱。据统计，

2019 年印度尼西亚煤炭出口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煤炭工业产值占当地 GDP 的 4%，提供了近 12 万个

就业岗位。3,4 对于印度尼西亚这类地区，低碳转型将要求煤炭行业逐步退出，对煤炭行业及其上下游行

业从业者带来失业风险。



2023

Download the full BRI Benefits Series:  
go.umd.edu/BRIbenefits

2. 研究结果

2.1 “一带一路”低碳转型将为多个绿色产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一带一路”地区低碳转型将促进当地绿色产业迅速发展，同时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1.5 度情景下，2050 年“一

带一路”地区的绿色就业岗位总数将达到约 3200万，是当前的三倍多（见图 1）。其中，67%来自可再生能源行业，

20% 的绿色就业机会与充电基础设施和电动汽车电池制造有关，13% 来自能效部门和生物质生产。

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部署使电力行业的绿色就业机会从 2020 年的约 600 万个增加到 2050 年的约 2100 万个。风

能和太阳能行业引领电力行业的就业机会增长，到 2050 年将创造超过 1200 万个就业机会。高渗透率的可再生能

源也将推动对储能的需求，到 2050 年，储能行业的就业岗位数量将增加至约 250 万。输电网的扩张也将创造约

300 万个就业机会。在这些绿色就业岗位中，制造类型岗位占 24.1%，建造与安装类型岗位占 25.5%，运维类型

岗位占 31.1%，其他类型岗位占 19.4%。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电力行业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数量

前三的地区。

由于未来几十年电动汽车的蓬勃发展，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电池制造相关的绿色就业岗位将从 2020 年的约

160 万个增加到 2050 年的约 620 万个，增长近 4 倍。在这些绿色就业岗位中，27% 是制造类型岗位，9% 是建

造与安装类型岗位，64% 是运维类型岗位。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在电动汽车相关绿色就业机会创

造中处于领先地位。

能源效率相关的工作岗位预计将从 2020 年的约 80 万个增加到 2050 年的约 300 万个。商业部门在能源效率带来

的就业机会增长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绿色就业机会中，制造类型岗位占 65.7%，建造与安装类型岗位

占 18.2%，运维类型岗位占 16.1%。中国、欧洲、拉丁美洲在创造与能源效率相关的绿色就业机会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

此外，中国、欧洲、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将从区域绿色低碳产品贸易中获得额外的就业机会，例如电池和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等产品和服务的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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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情景下“一带一路”各年份绿色产业就业岗位数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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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情景下 2050 年“一带一路”各部门与各地区绿色产业的就业岗位数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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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低碳转型，带来的绿色就业岗位能够抵消化石燃料行业损失的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地区的低碳转型将会减少化石燃料行业就业机会，但发展绿色产业带来的就业岗位数量将远超化石

燃料行业损失的就业岗位。1.5 度情景下，化石燃料行业（包括化石燃料开采和发电）的就业岗位预计将从 2020
年的约 1610 万降至 2050 年的约 340 万，减少 78.9%。但是，化石燃料行业工作岗位的损失可以被绿色就业增长

所抵消，“一带一路”地区的整体就业机会将净增加 1000 万（见图 3）。与 2020 年相比，2050 年大多数地区

的绿色就业机会将增加两倍多。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增加 700 万个绿色就业机会，远超该地区化石燃料

行业的就业损失。中亚、俄罗斯、欧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绿色就业机会增加将达四倍以上。

图 3：1.5℃情景下 2050 年“一带一路”各地区化石燃料行业和绿色行业就业数量相比 2020 年变化情况（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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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研究就业的计算采用因子法（具体见方法学附件），由于目前还没有针对国别的绿色产业差异化就业因子，本研究参考 Ram et 
al.(2020) 的研究，5 不同区域的同一种技术采用了相同的就业因子，可能导致部分区域的就业量计算出现较大偏差，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不断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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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地区的低碳转型整体上将有利于就业的增长，在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

实现的同时，也能够带来积极正向的社会经济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妥善处理好化

石燃料行业退出导致的当地经济和就业衰退问题。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将衍生出巨大的投资需求，需要

出台相应支持政策，促进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大量绿色岗位的创造也将有助于提高当地

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加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低碳转型的推进，传统化石燃料行业将逐渐被

淘汰，资产价值加速贬值，这可能会引起当地的失业问题和经济衰退。因此，需要通过财政政策、转

型金融、就业培训等一揽子手段，降低化石燃料行业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应积极打造适应本国国情的绿色低碳产业链和供应链，放大低碳转型的产业

链就业拉动效应。绿色产业的加速发展将导致行业结构的整体调整，例如新能源发展将使能源系统从

燃料密集行业向材料密集型转变，包括上游原材料矿产资源采集加工、中游发电技术组件制造、下游

电站的建设与运营都将随之发生改变并迅速发展。因此各国政府应清晰认识到绿色产业发展带来的需

求与产业发展特点，抓住机遇，打造适应本国国情的绿色产业链和供应链。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需要重视低碳转型带来的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需求，通过教育改革、支持劳

动力再培训等措施促进人力资本的适应性转型。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将创造大量高技能与高素质的就

业岗位。但是新兴绿色岗位劳动力素质与技能要求相较传统化石燃料产业就业岗位差异较大，低碳转

型过程中可能带来劳动力供应瓶颈。短期内需要对有重新就业需求的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对于无法

再就业的人员提供相应保障援助。长期需要通过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以适应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协调政府机构、高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保障劳动力的大

规模供给和持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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