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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电力、建筑、工业生产、交通

运输、农业等领域，电力领域的绿

色转型、零碳建筑的推广、工业领

域的生产方式变革与原材料替代、

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和新能源、农业

领域加快新技术替代是实现碳中和

的基础和重要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

学讲席教授黄震指出，在“双碳”

国家战略下，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

一系列变革：新能源将从补充能源

走向主体能源，可再生燃料将与零

碳电力形成二次能源脱碳的重要组

合，再电气化将成为碳中和的重要

路径。“碳中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将引发数百万亿元的投资与产业机

遇，催生一批新技术、新行业和新

商业模式。谁在低碳技术创新中领

先，谁就是新赛道上的领跑者。”

以钢铁、水泥、化工等“碳排

大户”行业为例，一种与之相融合

的技术正在被大力推广，它的中文

名是“碳捕获、利用与封存”（英

文名 ccus）。这种技术就是把生产

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

继而投入新的生产过程，实现二氧

化 碳 的 循 环 利 用。 专 家 预 测， 到

2030 年，低成本碳捕集将显著提升

ccus 的经济性，形成多个大规模碳

封存案例；到 2060 年，ccus 技术体

系全面推广，空气碳捕集与生物质

能耦合技术的“负碳效应”需求显

著增长。

关税和提供财税补贴。其中，城市

是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践主体，

建设碳中和城市，是实现全球碳中

和的必由之路。

报告表示，低碳城市建设应采

取五大战略。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是聚焦高碳排放领域，推进绿色

低碳转型；三是重视科技创新，强

化技术支撑；四是采用碳补偿机制，

布局负碳项目；五是优化管理模式，

倡导绿色生产与低碳生活。

作为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

报告将碳中和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归

纳为“3+1”技术体系，即源头控制

的“零碳技术”，包括风能、太阳能、

核能、氢能和其他清洁能源；过程控

制的低碳技术，如低碳电力、低碳建

筑、低碳交通等；末端控制的负碳技

术，如碳捕集、碳封存、碳利用、森

林碳汇、绿地碳汇、水碳汇等，另外

还需加上数字智能、基础支撑、管理

与服务等配套支撑技术。

众所周知，我国碳排放主要来

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中的“碳”是指狭义的碳排放，即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而碳中和中

的“碳”是指广义的碳排放，即全经济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碳达峰是碳中和的

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碳达峰，才能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某个国家或地

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

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

手段，以抵消自身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零

排放”。

碳达峰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年度人为经济活动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并经

历平台期后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

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实现碳达峰意味着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

实现“脱钩”，即经济增长不再以增加碳排放

为代价。因此，碳达峰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绿

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碳中和 碳达峰

下图：重庆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提速。这

是赛力斯汽车有限公

司两江智慧工厂作业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