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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巴黎协定》正式签定，130

多个国家全面提出减排目标，计划通过共同努力，将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低于 2℃之内，并努力将

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之内。至此，全球碳中

和计划正式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

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

皮书》指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发达国家普遍要用

大约 50—70 年，而中国只计划用 30 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将于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由于疫情，加上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能源危

机不断加剧导致西方国家开始放弃承诺。发达国家撂挑子了，

中国却毫不松懈。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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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紧接着，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

了碳达峰十大行动的时间表、路线图。其中，十大行动分别是：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增效、工业领域碳达峰、城乡建

设碳达峰、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助力降碳、绿色低碳

科技创新、碳汇能力巩固提升、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和各地区梯

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随后，相关部门出台能源、工业、建筑等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财政支持、统计核算、生态碳汇

等支撑保障方案，31 个省份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

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体现了党中央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高度重视

与担当。

“碳”见未来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能源是主战场。减少碳排放，势必

需要用新能源替代石油天然气。

在完善的产业链和快速革新的技术引领下，近年来，中国

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光伏行业保持着产业规模全球第一、生

产制造全球第一、技术水平全球第一的领跑地位；风能发展位

居世界第一，2021 年以 328973 兆瓦排第一位，是第二位美国

的两倍多。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家及绿色信

贷市场。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总量 64.8%，远

超美国和欧洲。

除了国有能源企业大力拓展新能源业务以外，一大批民营

企业脱颖而出，合力推动中国实现快速转型。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占比超过 50%，2023

年，中国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贡献超过 50%。2023 年，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3。

5 月 28 日，《参考消息》援引英国气候新闻网站“碳简报”

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2024 年 3 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比下降了 3%。在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在以迅猛之势铺开，

2023 年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并网装机容量新增了约 300 吉

瓦。对任何国家而言，这都是迄今为止最大年增量。

分析报告进一步指出，2024 年前 3 个月，中国绿色能源发

展加速，比前一年增长了 40%。分析报告作者、亚洲协会政策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劳里·米利弗塔说，“分析结果传递的信息

并不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明确达到峰值，而是根据目前

的趋势，只要接下来关键的能源和经济政策对路，中国肯定有

能力实现碳达峰”。

提及能源与经济政策，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

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指出，双碳目标下，

循环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目前每年产生约 100 亿吨

的碳排放量，其中 45 亿吨未来要依靠资源循环来实现减排。

记者了解到，杜欢政已经与垃圾打了 40 多年交道。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涉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的研究，自嘲

是“垃圾教授”。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循环经济的方方面面，从

金属到废纸、废塑料、废汽车、电子废弃物、农业废弃物、餐

厨垃圾再到整个资源循环产业和经济。

“2009 年循环经济法出台以来，在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

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真正让循环经济火起来，还是在双碳的背

景下。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包括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

和具体规划，如废钢铁和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政策，消费品以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