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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2021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此外还制定出台能源、

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电力、

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重点行

业的实施方案，以及科技、财税、

金融等保障措施，共同形成中国碳

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和时

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部分举措已经初见成效。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启动，首批 2162 家发电

行业的重点碳排放单位被正式纳入

这一全国性的市场。作为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上

线交易一年来，碳配额累计成交量

超过 1.94 亿吨，累计成交额接近 85

亿元。“这 2000 多家发电企业的碳

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40%，

可以说，管住了这 2000 多家发电企

业的碳排放，就抓住了我国节能减

排的一个‘牛鼻子’。”清华大学

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如

此评价碳市场发挥的作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

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提醒，双碳工作绝不是一个

能源和技术问题，如果没有颠覆性

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

难。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下的社会

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要把“双碳”

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而在个人层面，节水节电节能、

垃圾分类处理、公共交通出行、外

出用餐光盘等行为都可以减少非必

要的需求。树立低碳生活理念、培

养低碳生活模式，是每个人都可以

应对气候挑战的行动。

前实现碳中和。

“煤炭、石油都是很好的资源，

化工资源，烧掉是可惜的。这些原

料子子孙孙还要用的，所以中国还

是要做的。”丁仲礼坦言，这不是

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而是从国家整

个大的发展角度，减排既是挑战，

也有机会。

“双碳”目标下的中国方案

中国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

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意味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

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

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

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

之后逐步回落；碳中和的“中和”

意思和酸碱中和类似，就是在一段

时间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

氧化碳相等，正负抵消，净和为零。

如 何 让 排 出 的 二 氧 化 碳 消 失

呢？目前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把已经排放到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下来。植树造

林是比较传统的办法，除此之外，

人类正在发展有效的二氧化碳捕获

技术，比如人们从化工厂捕捉二氧

化碳，通过加压将其变成液态，然

后用泵注入地下储存。

第二种是“碳抵消”，通过采

取一些低碳的产能方式，节能减排。

用一个行业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抵消

另一个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而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是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还

是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想要做到

都不算容易——中国是地球上的碳排

放大国，其中煤化工产业、传统工业

模式都导致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为此，2021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

　　双碳工作绝不是一个能源和技术问题，如果没有颠覆
性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难。

左 图：2022 年 6 月

16 日，江苏省镇江

市扬中市滨江公园借

助“光伏 + 储能”

成为江苏首个“零碳

公园”，电力工人正

在巡视光伏发电站发

电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