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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为应对气候

变化、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而做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需

要国内行动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双碳”目标下的国内行动

从国内行动而言，“双碳”目标意味着我国必须

立足于国家能源安全、立足于资源禀赋、立足于平稳

转型，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

期的关系。

国家能源安全的含义有两层,一方面是指国

家所占有的能源储量,另一方面是指国家能源系

统的供给能力。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严格

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地热

能的消费比重，是一个明确的转型方向。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储备化石能源的重大意义。在

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和可再生能源储能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们依然需要通过化石能

源贸易来确保国家总体能源安全。我国现阶段工

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

长，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源不安全，必须以保障安

全为前提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提高能源自主

供给能力。但也要加快科技步伐来缩短这个转型

期。缩短技术差距不仅需要研发部门的大量投入，

也需要启动市场化改革比如实现电价在合理范围

“双碳”目标下的国内行动与国际战略

内波动，充分发挥价格指挥棒对构建理性市场的

作用。

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地区或国家的碳边际减排

成本差异。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作为“世

界工厂”又承接了高排放高耗能的全球生产环节，

碳边际减排成本比较高。但同时，我国是一个可再

生能源丰富的国家，西南水能、西北风光、东部离岸

风电均具备禀赋优势。目前光伏发电成本远低于煤

电，2020年光伏装机成本已降至煤电的40%，预计到

2050年，光伏装机成本只有煤电的10%。因此，立足

于资源禀赋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转

变化石能源时代的发展理念，即以追求规模效应和

集聚效应为主的垄断聚集型管理，转向追求适度规

模和空间均衡的扁平化管理，本着以就近获取零碳

能源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平稳转型意味着要将“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运

行的关键指标进行协同考虑。2060年碳中和目标与

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时间段上高度重叠，表明

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必须在确保我国长期经济增

长率在合理区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稳定增速以及

我国就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展开。以煤炭行业为例，

有研究预计到2050年煤炭行业就业人员要比2015年

减少75%，接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开展相应的

能力建设及技能培训，使“灰黑色”就业顺利转变为

“绿色”就业，将成为“双碳”目标下的一项重要治理

内容。

【摘  要】 “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国内行动与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与配

合。从国内行动而言，我国必须立足于国家能源安全、立足于资源禀赋、立足于平稳

转型，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从国际战略而言，我国

需要快速提升产业链绿色竞争力、有序退出境外煤电项目，以及主动引领新一轮全

球绿色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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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的国际战略

从国际战略而言，“双碳”目标意味着我国需要

快速提升产业链绿色竞争力、有序退出境外煤电项

目，以及主动引领新一轮全球绿色规则的制定。

我国提出“双碳”目标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生

动体现，但国内层面的平稳转型面临来自发达国家

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通过与贸易挂钩的碳规

制传导到产业链层面。以欧盟2021年初推出的碳边

境调节机制为例，该机制对标欧盟碳交易系统的碳

价，拟对所有向欧盟出口的五大类高碳产品征收碳

边境调节税。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方，是受欧盟碳边

境调节机制影响最大的国家。欧盟虽然声明碳边境

调节机制是与WTO规则兼容的，但其单边性质决定

了其既不可能减少碳泄漏，也不可能有效促进全球

减排。我国必须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框架下

驳斥其单边措施的非合法性，将产业竞争政策与气

候治理议题相剥离。同时，我国应就产业链中的碳足

迹数据尽早展开核定并建立数据库，在应对西方碳

规制的过程中尽可能通过博弈实现标准与规则的对

接而非单方面传导。

我国宣布“双碳”目标后不久，进一步明确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表明中国国内的脱碳行动不会

以外移煤电投资为手段，以切实行动阻止全球碳泄

漏，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力度。2013

年至2018年，境外新增在运、在建以及计划中的燃

煤电厂中，有中国融资参与的装机容量只占约13%

（在运装机容量的17%，在建或计划中装机容量的

11%）。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资金已退出海外

煤电项目，但七国集团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私营部

门仍是世界经济中煤电融资的主体。在煤电技术和

工程领域，我国应制定较长时间尺度下有序退出境

外煤电的计划，利用自身的煤电先进技术优势和工

程优势，将退出境外煤电计划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

需求相匹配。

全球碳中和趋势使得绿色规则、绿色标准成为

各国争夺游戏规则主导权的新焦点。截至2021年11

月底，全球宣布净零碳排放目标的有136个国家、115

个地区、235个城市和681个企业。这意味着未来20至

30年内，关于低碳技术和零碳技术的竞争将成为各

国产业竞争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截至2020年底，

中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约占全球1/3，风电、

光伏新增装机占全球一半以上。中国可再生能源已

进入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阶段，能够引领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的主流方向，发挥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的主导作用，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主力支撑。应统

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可再生能源市场，借助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与规模优势，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标准与规则打造成为国际标准。另一方面，在涉及产

业链的上游环节部分，我国仍处于被动接受发达国

家的绿色标准的阶段，根本原因在于核心技术仍掌

握在对方手中。在中美博弈和美西方对我国发动科

技战的背景下，唯有通过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与科研

攻关，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才能突破低

碳技术“卡脖子”问题。比如，煤电退出时间表与负

碳技术的应用有关系。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我国煤

电经济性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已步入世界前沿

水平，CCS的规模应用可使我国煤电全面退出延至

2060年，这对于“富煤”的我国而言，意义重大。

综上，国内能源结构调整与国外低碳规制的双

重压力，将会对我国在“双碳”目标下的平稳转型形

成挑战。一方面，我国需要在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下全方位统领目标进程；另一方面，面对国际

绿色竞争日趋激烈的局势，我国应加强全产业链的

碳要素数据库建设及标准设定，快速提升产业链绿

色竞争力，有序退出境外煤电项目并主动引领新一

轮全球绿色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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