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最⼤的温室⽓体排放国。作为世界第⼆⼤经济体，中国也是重要的全球领导者。因此，中国的国家能源

和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关乎其⾃⾝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共卫⽣，同时也将对全球⽓候变化应对⾏动以及可持

续发展⾏动产⽣重要影响。考虑到这⼀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新宣布的中国⽓候⽬标在国内、国际均具有

重⼤意义。这项承诺的提出，在关键时刻推动了进⼀步提⾼⽓候雄⼼的国际讨论。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会上

发表的声明主要包含两个⽬标：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努⼒争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这项承诺由中国⾃主提出，它的实现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态⽂明建设。此外，它的提出以

多种⽅式推动全球⽓候⾏动和减排雄⼼。⾸先，这是中国做出的⼀项新的重⼤承诺：根据最佳科学认知，在

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期⽬标，与实现降低⽓候变化⻛险所需的深度减排⼀致。其次，这⼀声明不仅表明

了中国政府部⻔和决策机构对⼈⺠⽣命健康、⽣活质量和⽣态环境的⾼度重视，还描绘了脱碳途径的⼤致轮

廓，并提出在相对明确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各项经济活动从⾼污染⾏业的退出和转移。此外，这⼀声明的发布

正值全球急需提⾼⽓候雄⼼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明确的⻓期⽬标，向国际社会传达强有⼒的积极信号，即到

本世纪中叶实现完全脱碳的重要性和可⾏性，同时也将激励其他国家进⼀步提⾼其⽬标。

在2060年之前实现零碳⽬标，意味着对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系统进⾏重⼤变⾰。此外，由于特定经济部

⻔的转型周期⻓，2060年的零碳⽬标不仅明确了终点，还体现了系统变⾰从现在开启的重要性。虽然明确的减

排路径和政策细节还需要进⼀步讨论和制定，我们在这⾥初步呈现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标的潜在机会和主要

策略。实现⽬标的路径，尽管存在⼀定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但都需要建⽴在这五项策略的基础上。

中国提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现该⽬标将产⽣⼴泛、重⼤且持续的收益，包括减少空⽓

污染，提⾼⼈⺠健康安全；提升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全球经济领导⼒；促进国际⽓候⽬标雄⼼

的提升；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贡献。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标可以通过以下五项策略来

实现：可持续能源消费、电⼒脱碳、电⽓化、低碳燃料转换，以及利⽤负排放。尽管这⼀⽬标

的实现将⾯临重重挑战，但同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碳中和⽬标的实现，将提升社会

福利，并有助于中国在建⽴⽣态和谐、⽓候友好型新经济中取得技术和经济领导地位。在落实

这五项策略、实现碳中和⽬标的过程中，尽早⾏动⾄关重要。⽴即停⽌新建燃煤电⼚，尽早实

现碳排放达峰，可以有效降低未来⾏动的挑战和成本，推动碳中和⽬标的实现。

五项策略实现中国2060年碳中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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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策略实现中国净零碳排放
1

中国可以采取五项主要策略来实现2060碳中和⽬标⸺促进可持续能源消费、电⼒部⻔脱碳、终端部⻔电⽓化、低碳

燃料转换和负排放。尽早⾏动，如碳排放提前达峰和停⽌新增燃煤电⼚，可以有效降低未来⾏动的挑战和成本，推动

碳中和⽬标的实现。

可持续能源消费：通过能效提升、结构变⾰、城市规划和⽣活⽅式改变，在维持较⾼⽣活⽔平的同时，实

现终端部⻔可持续能源消费。

电⼒部⻔脱碳：通过逐步淘汰常规燃煤发电，快速增加以可再⽣能源为主，核能和碳捕集、利⽤和封存为

辅的多样化技术组合发电量，实现电⼒部⻔脱碳。

终端⽤能部⻔电⽓化：通过增加电动汽⻋的普及，促进某些⼯业部⻔（如钢铁、化⼯和玻璃）以电产热，

以及加速建筑供暖和热⽔供应的电⽓化，实现终端⽤能部⻔的电⽓化。

⾮电⼒低碳燃料转换：在电⽓化不具可⾏性的情况下，⼯业（作为燃料或原料）和交通（如⻓途货运、航

运和航空）部⻔改⽤氢⽓和⽣物燃料等低碳燃料。

负排放：将碳封存在⾃然系统中（如植树造林和增加⼟壤含碳量），或通过⼆氧化碳清除技术，抵消主要

来⾃交通和⼯业部⻔的残留碳排放，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1.

2.

3.

4.

5.

为了避免⽓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险，中国在通过上述策略减少⼆氧化碳排放的同时，还必须⼤⼒减少⾮⼆氧

化碳排放。降低化⽯燃料使⽤可帮助减少⼤部分的甲烷排放。但是，为了最⼤限度地减少⼀氧化⼆氮和氟化温

室⽓体排放，还需要农业和建筑部⻔采取针对性的⼲预措施。

所有实现中国净零碳排放的路径都需要建⽴在以下五项策略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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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等⼈，2020年7⽉，“中国煤电项⽬‘⼗四五规划’展望与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兰⼤学帕克分校。2

2060年碳中和⽬标的实现，需要整个能源⽣产和消费价值链采取协调⼀致的⾏动。既需要推进电⼒市场改⾰和

建⽴现代化电⽹，以适应可再⽣能源为主导的清洁电⼒系统，保障电⼒系统安全⾼效运⾏。还需要加强电⼒政

策与建筑、交通和⼯业部⻔政策之间的协调。终端⽤能部⻔快速电⽓化的同时，需要提⾼需求响应能⼒，进⼀

步促进电⼒系统灵活性。

跨部⻔和跨机构协调也需要延伸到财政和⾦融政策。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幅增加低碳技术投资，并从化⽯能

源投资转向清洁能源投资。这需要协调能源和⾦融政策，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确定性。还需要改变财政政策，以

使公共投资与更雄⼼勃勃的⽓候⽬标保持⼀致。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融系统，对⽓候变化造成的潜在⾦融

⻛险采取战略性应对措施，增加⾦融体系的韧性。

最后，2060年实现零碳经济意味着尽早的⾏动⾄关重要。千⾥之⾏，始于⾜下。接下来的五年是进⼀步明确⾏

动路线⾮常关键的五年。中国可以在“⼗四五”规划期间（2021-2025年），为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打下扎实

基础。碳排放尽早达峰可以避免能源基础设施的⾼碳锁定，并减少搁浅资产的⻛险，进而有效降低未来⾏动的

挑战和成本。⽬前，中国的燃煤发电装机仍在不断增⻓，共有9800万千⽡的煤电项⽬正在建设当中，另有5300

万千⽡尚未开⼯但已获得核准。在2060零碳⽬标下，继续建设新的、⼤规模、⾼投资、寿命⻓的燃煤电⼚，不

仅会造成新的投资快速搁浅，还会迫使现有电⼚以更快的速度退役。 因此，早布局、早制定、早推⾏“不新增

燃煤电⼚”的策略，对于实现逐步淘汰煤电，并减少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关重要。

2

基于（Yu等⼈，2020年）GCAM-China模型分析得出的初步结果，“中国1.5°C和2°C⽬标下的转型路径”，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兰⼤学帕克
分校（即将出版）。

1

结论

中国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标意义⾮凡。它不仅是中国⾸次明确提出⻓期脱碳⽬标，更

是推动增强全球⽓候雄⼼的重要⾥程碑。实现2060零碳⽬标需要在这五项减排策略的基础

上，进⼀步落实具体的政策和⾏动⽅案，并即刻采取⾏动⸺包括⽴即停⽌新建燃煤电⼚，并

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

实现1.5°C⽬标需要世界各国在2045年到2060年间实现净零排放。对于任何⼀个国家，在世

纪中叶实现零碳⽬标都是⼀个巨⼤的挑战。然而，这⼀进程是历史必然的前进⽅向。经济脱碳

不仅是减少全球⽓候变化⻛险的必要途径，同时，也可以改善健康，提升安全，促进技术，发

展经济，全⾯提⾼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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