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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筹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几点建议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指明了

方向ꎮ 本文针对我国如何统筹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充分认识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困

难和挑战ꎮ 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碳达峰的任务艰巨ꎬ但有一定的基础条件ꎮ 三是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ꎮ
四是要认真总结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已经初步实现碳达峰目标地区的经验ꎮ 五是统筹碳达峰与碳中和ꎬ提早

安排碳中和各项工作ꎮ 六是统筹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ꎮ 七是统筹能源转型和发展转型ꎮ 八是成立国家碳中

和发展基金ꎮ 九是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机制ꎮ 十是加强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合作ꎮ
【关键词】碳达峰目标ꎻ碳中和愿景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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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ꎬ阐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原则立场[１]ꎬ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ꎬ是保

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ꎬ各国必须

迈出决定性步伐ꎮ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ꎬ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ꎬ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ꎬ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

现碳中和”ꎬ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将是今后

较长时期内ꎬ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目标和方

向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

峰和 ２０３５ 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做出了

战略部署ꎻ２０２０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做好

碳达峰与碳中和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ꎬ中央深改

委第十七次会议上也提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要求ꎮ
本文在此就如何统筹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工

作提出相应建议[２－４]ꎮ
一是要充分认识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困难

和挑战ꎮ 就二氧化碳达峰问题而言ꎬ大多数发达

国家ꎬ尤其是欧盟国家大都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开始陆续达峰ꎮ 同时ꎬ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

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ꎬ是后知后觉ꎮ 而我国的

碳达峰目标是一个人为决定的时间表ꎬ虽然我国

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放缓ꎬ特别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三年期间实现了负增长ꎬ但是在“十
三五”后期ꎬ特别是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三年期间ꎬ为稳增

长ꎬ各地加大投资力度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ꎬ
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受到影响ꎬ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出现了强力反弹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各
地为稳增长ꎬ安排了一大批煤电和重化工项目ꎬ这
将对“十四五”期间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工作带

来巨大挑战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ꎬ防止碳达峰行动

成为排放水平的冲刺ꎬ尤其是要防止一些本来已

经达峰或接近达峰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较大

幅度的反弹ꎮ
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碳达峰的任务艰巨ꎬ

但有一定的基础条件ꎮ 自“十一五”开始ꎬ经过连

续三个五年规划期ꎬ通过实施“能源双控”ꎬ即能

源强度控制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ꎬ我国能源消费

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ꎬ煤炭消费已经

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了峰值ꎮ 虽然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三年期

间政策逆向操作ꎬ但是 ２０１９ 年的煤炭消费量仍然

低于 ２０１３ 年ꎬ估计 ２０２０ 年也不会超过 ２０１３ 年的

消费水平ꎬ因此 ２０１３ 年已经成为我国煤炭行业二

氧化碳排放的第一个峰值ꎬ而后出现了连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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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慢增长ꎬ乃至负增长ꎮ 如果不是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

的政策逆向操作ꎬ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处于

平台期ꎮ 如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继续严格落

实ꎬ新增能源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ꎬ２０２０ 年

后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能远低于 ２０１３ 年的

水平ꎮ 由此可见ꎬ我国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二氧化

碳排放达峰具备一定条件ꎬ我国二氧化碳达峰虽

有很大的难度ꎬ但只要政策措施得当ꎬ有可能在

“十四五”提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的目标ꎮ 我国

作出的 ２０３５ 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的判断是有支撑基础的ꎮ
三是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ꎮ 诚然ꎬ

我国不论是实现碳达峰还是碳中和都需要克服巨

大的困难ꎬ 但困难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时ꎬ各地都用了“刮骨疗毒”和“壮士断

腕”这样的豪言壮语ꎮ 但是历经 ７ 年多的时间ꎬ
没有哪一个地区ꎬ哪一个部门或行业因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ꎬ在“刮骨疗毒”或“壮士断腕”中经济社

会发展受到影响ꎮ 在钢铁、有色冶金、煤电发电量

都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ꎬ也实现了环境质量改

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ꎮ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

较ꎬ全国的 ＰＭ２ ５水平下降了 ５０％ꎬ６ 年间 ＧＤＰ 的

平均增速实现了 ６％以上的高水平增长ꎬ没有哪

一个地区或行业出现了 ＧＤＰ 下滑、就业率大幅度

下降ꎬ或者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ꎮ 其

实碳达峰行动计划或者碳中和行动计划ꎬ都是推

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ꎬ只要下定决

心ꎬ科学精准施策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ꎮ
四是要认真总结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四川

等已经初步实现碳达峰目标地区的经验ꎮ 根据对

历史数据的分析ꎬ上述五省市已经在 ２０１３ 年前后

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ꎬ之后虽有反复ꎬ但是其

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没有突破历史高位ꎮ 北京市

可以作为一个提前 １５ 年~２０ 年实现“稳中有降”
的典型ꎬ浙江、广东两省 ２０１３ 年以后能源消费和

二氧化碳排放也已经出现了缓慢增长的势头ꎬ看
到了碳达峰的曙光ꎮ 如果广东省没有湛江钢铁和

茂名石化ꎬ浙江省没有舟山石化的投产ꎬ也可能像

北京市一样ꎬ已经出现了“稳中有降”局面ꎮ 要总

结北京等地碳达峰后实现稳中有降的经验ꎬ也要

总结浙江、广东两省本来已经达峰ꎬ但又出现强力

反弹的经验和教训ꎬ对碳达峰行动计划提出精准

的差异性要求ꎬ推动各地有序达峰ꎮ
五是统筹碳达峰与碳中和ꎬ提早安排碳中和

各项工作ꎮ 我国需要在碳达峰之后 ３０ 年的时间

内实现碳中和ꎬ比欧盟缩短了 ４０ 多年ꎬ比日本缩

短了 ２０ 多年ꎬ这既是挑战ꎬ更是机遇ꎮ 首先我们

要看到ꎬ实现碳中和既是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战

略选择ꎬ也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重要

措施ꎬ是对各类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釜
底抽薪”ꎬ有利于改变末端治理的被动局面ꎬ推动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型ꎮ 部署碳中和工作虽不是

迫在眉睫、刻不容缓ꎬ但也是早行动早主动ꎬ比如

尽快制定我国电力行业净零排放的日程表和路线

图以及淘汰燃油车的日程表和路线图ꎬ提高建筑

标准要求ꎬ所有新建建筑和新上项目包括新基建

项目要跟进碳中和的要求进行重新设计等ꎮ
六是统筹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ꎮ

不论实现碳达峰、二氧化碳排放稳中有降ꎬ还是实

现碳中和ꎬ都必须统筹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

石能源ꎮ 首先要充分认识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

性ꎮ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能源强度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１ ５ 倍ꎬ是发达国家的 ３ 倍左右ꎮ 如果我国能

源效率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ꎬ能源消费总量可

由目前的 ５０ 亿吨标煤上下ꎬ减少接近 ２０ 亿吨标

煤ꎻ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ꎬ２０３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时的能源水平仍可以比当前消费水平降低

１ / ３ꎻ如果 ２０６０ 年我国的能源效率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ꎬ我国可以实现在能源消费零增长乃至负增

长的前提下ꎬ建成现代化国家ꎮ 其次要把提高非

化石能源占比的责任平均落实到各级政府ꎬ让全

国各地平均承担非化石能源发展的责任ꎬ鼓励非

化石能源资源不足的地区向非化石能源资源丰富

地区购买非化石能源ꎮ 国家加大非化石能源资源

配置能力的建设ꎬ建设西电东送和北电南送的大

通道ꎬ化西部北部可再生能源的资源优势为经济

优势ꎬ在确保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的同时ꎬ实现发

展的区域平衡ꎮ
七是统筹能源转型和发展转型ꎮ 正如习近平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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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的ꎬ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着

人类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ꎬ这种转型不仅仅是

能源转型ꎬ还要有发展方式的转型ꎬ实现由资源依

赖向技术依赖转型ꎬ实现这种转变并非不消耗能

源和资源ꎬ而是要实现能源的可再生和资源的循

环利用ꎮ 因此不论是碳达峰行动计划ꎬ还是碳中

和都需要统筹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绿色低碳

转型ꎬ乃至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ꎬ做好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ꎮ

八是成立国家碳中和发展基金ꎮ 不论是绿色

复苏ꎬ还是推动碳达峰与尽早实现碳中和ꎬ都需要

绿色金融的支持ꎮ 我国现有的绿色融资机制还没

有明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ꎮ 建议国家尽快

成立以碳中和为导向的国家产业发展基金ꎬ着力

支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创

新、零碳能源、零碳建筑、零碳交通、零碳社区的投

资实践ꎮ 在全国各地推动一批提前实现碳中和的

(区县、地区和省份)地区试点ꎬ探索实现碳中和

的技术和体制、机制支撑ꎬ组织一批零碳能源、零
碳建筑、零碳交通、零碳社区、零碳学校的试点和

示范ꎬ为 ２０３５ 年以后大面积实施碳中和计划积累

经验ꎮ
九是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机制ꎮ 碳达

峰与碳中和既是我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承诺ꎬ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长期战略

目标ꎬ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机制和制度的保障ꎮ
首先要对现有的政策、制度、机制和法规按照碳达

峰、碳中和的要求进行梳理完善ꎬ使之符合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的需要ꎬ并开始着手制定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法ꎬ统筹能源、环境、气候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ꎬ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抓手ꎬ推动我国经

济体系、能源系统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ꎮ
十是加强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合作ꎮ 在

２１ 世纪末将地球温升控制在 ２ 摄氏度ꎬ并为控制

在 １ ５ 摄氏度以内而努力ꎬ是全球共同的奋斗目

标ꎮ 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ꎬ加
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ꎬ扩大国际科技合作的范围ꎬ
共同创新发展碳达峰、碳中和亟需的科学技术、工
艺路线和工程实践ꎬ共同分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

进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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