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高 国

碳达峰和碳中和 ：中国走向绿色经济体的必然选择

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

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

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常是

引发反思的背景板。欧盟和中日

韩等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反

映的正是危机之下人类的反思和

求变。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

长阿奇姆·施泰纳所言：“在经历

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气温

再创新高、不平等状况螺旋上升

之后，人类必须把环境因素作为

衡量发展与进步的维度之一，因

为我们已经无法忽略碳足迹和消

费足迹对地球造成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是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

气候变化关系全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科学研究和观测数据表

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在发生

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工业

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

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排放温室

气体，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

要因素。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导

致导致冰川积雪融化加速、海平

面升高、水资源分布失衡、极端

天气频发、农业生产和生物多样

性受到直接威胁，灾害性气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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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频发，对人类影响日益深重。

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还

将进一步增大，气候变化已成为

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面对的最大

挑战。

2020 年，全 球多地发 生自

然灾害，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新

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更是触发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迫使

我们重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

球政策。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实

了自然平衡的脆弱性。人畜共患

疾病已成为全世界的最新担忧。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2020 年

指出 ：“我们的气候明显在变化，

后果对所有人 来说都是灾难性

的，没有哪个国家是孤岛。”人

类现在应该关注像新冠肺炎和全

球变暖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并共同努力克服它们。

二、多国设定实现碳中

和时间

2015 年 12 月12 日，各国领导

人以最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动

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是第一个被世界普

遍接受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

它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

威胁的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幅度控

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只

有全球都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温

室气体净零排放，才能有可能实

现这一目标。各方承诺以“自主

贡献”的方式，分阶段实现有关

目标。 

2019 年 12 月，新一届欧 盟

委员会公布“欧洲绿色协议”，提

出到 2050 年率先实现“碳中和”

的 政 治 承 诺。2020 年 3 月 4 日

公布《欧洲气候法》草案，决定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到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的政治目标，即温

室气体净排放量到 2050 年降为

零。按照《欧洲气候法》草案要

求，欧盟所有机构和成员国都采

取必要措施以实现上述目标。草

案还规定了采取何种措施来评估

成果，以及分步实现 2050 年目

标的路线图。

2020 年 10 月 26 日，日本首

相菅义伟宣布，日本 将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他表示，日本将

加强太阳能和碳循环等重点技

术领域的研究，从根本上调整煤

电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2020 年 10 月 28 日韩国总统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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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也表示，韩国将与“国际社会

一起积极应对气候经济情况”，

并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而

英国提出，在 2045 年实现净零

排 放，2050 年 实现碳中和。 加

拿大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

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习近

平主席多次指出，应对气候变化

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

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

我们自己要做。为此，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

宣布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

总书记进一步宣布，到 2030 年，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 放 将 比 2005 年 下 降 65% 以

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将达到 25% 左右，森 林蓄

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

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这意

味着中国更新和强化了在《巴黎

协定》下对国际社会承诺的自主

贡献目标。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

后疫情时代推动世界经济绿色复

苏的设想，各国要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

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

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 约 (UNFCCC) 秘 书 处 2019 年

9 月报告，目前全球已有 60 个国

家承诺到 2050 年甚至更早实现

零碳排放。

三、碳达峰碳中和是中

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

所谓“碳达峰” 是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出现拐点并在此后开始

下降，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

实现脱钩。世界资源研究所介

绍，碳排放达峰并不单指在某一

年达到最大排放量，而是一个过

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

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

入平稳下降阶段，达峰目标包括

达峰年份和峰值。

所谓“碳中和”，即净零排

放，指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必需

的碳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

通过森林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

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利用或封

存，而使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

体净增量为零。也就是针对排放

的二氧化碳，要采取植树、节能

减排等各种方式全 部抵消掉，

这就是“碳中和”。简单地说，就

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收支相

抵”, 即“中和”。

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温室

气体排放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

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至一定水

平抵达峰值而后下降。《巴黎协

定》所规定的目标，也是先达峰

然后走向净零碳排放。碳达峰与

碳中和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

基础和前提，达峰时间的早晚和

峰值的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

的时长和实现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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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 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经济发展需要消耗能源，但

是碳密集型产业将难以继续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温 室气体排 放国。2019 年

中国的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27%，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总和，人均排放也超过发达经济

体欧盟的人均水平。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同时

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9 年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 48.6 亿吨标

准煤，其中 85% 以上的一次能源

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它们

都会产生二氧化碳。中国的煤炭

消耗量也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

和。数据显示，煤炭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的 70% 以上。本来在疫情减

缓之后，各国应着重于绿色、低

碳的政策导向，推进经济高质量

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但是 2020

年 20 国集团国家在经济复苏措

施中，对化石燃料相关活动的投

资比对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的

投资多 50%。我国在 2020 年上

半年也批准了一些新燃煤电厂的

建设。这明显不是绿色复苏行动

措施。但如果因复苏经济而忽视

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使命，很可能就会放松对能

源消费总量、结构和碳排放等方

面的重视，有走回粗放式发展道

路的风险。可见，因疫情导致的

经济减退使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受

到了影响。

碳减排与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转型、生产生活方式全方位变

革的关系十分密切。碳排放和其

他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源性，抓好

抓实碳减排工作，对于温室气体

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可以起到

协同控制作用，有利于打赢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就是说，碳

排放达峰的本质是实现绿色低碳

转型。碳中和对中国的重要性不

仅仅体现在这是一个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更是一个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昭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

价值方向和目标，其核心是在保

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走

上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路

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高质

量发展。

四、结束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 议》）提出，“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

议》提出的到 2035 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中，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广泛形成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2021 年将是中国加快实现

碳排放达峰的元年，距离 2060

碳中和年也仅有 40 年的时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持久战的胜负转折

点或许就在 2021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2021 年要重点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继续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这是中央为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绿色低

碳发展道路，以高水平保护倒逼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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