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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和变革意义。当前，全球三分之

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提出了碳中和愿

景，覆盖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总量

的 70% 以上。未来，围绕碳达峰、碳中和

将掀起一场新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浪

潮，先进低碳零碳技术将成为全球新的主

导标准，低碳零碳产业体系将成为各国经

济发展新的核心竞争力，贸易和投资领域

低碳零碳化的要求已初现端倪，围绕碳中

和将出现一大批新的国际规则。在向绿色

低碳转型过程中，认识水平、治理能力、技

术和产业转型深度等将进一步重塑各国和区

域经济竞争格局。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国经

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深度脱钩，这需要推动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空间格局等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充分把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和生态优化等方面的重大机遇，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尚存缺口，实现碳

中和需要应对技术创新、资金支持、社会

保障、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多重挑战。为此，

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开展以下工作：

第一，抓紧制定 2030 年前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建立

工作机制、完善保障措施，明确地方和重

点行业的达峰目标、路线图、行动方案和

配套措施。第二，明确“十四五”时期应

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提出与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相衔接的有力度的碳强度

降低约束性指标，抓紧制定地方分解落实

和监督考核方案，推动有关部门提出高质

量、有力度的相关目标和措施。第三，持

续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

行，更好发挥碳市场对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引导气候投

融资等方面的作用。第四，加快推动能源

结构的低碳转型。实施更加严格的措施控

制化石能源消费，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发

展。第五，持续强化节能提高能效。进一

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并严格执行重

点行业、产品、设备等节能标准，推动重

点单位加强能源管理，支持重点和新兴领

域节能改造升级。第六，深化工业、交通

和建筑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行动。同时强

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协同控

制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实现减污降碳

的协同效应。第七，努力提升生态系统碳

汇能力。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实施天然林

保护、沙漠化综合治理、水土保护等生态

环境工程，增强森林、草原、湿地、农业

用地、海洋的储碳能力。第八，进一步

提升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意

识，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

导绿色低碳消费，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绿

色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第九，积极参与

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继续为推动构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碳达峰 碳中和：迈向新发展路径》

恰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由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两位学者以国

际视野、创新思维和超前洞见，对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关键问题进行

了系统分析和科学解答。

全书共九章，按照研究维度分为四个

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何为碳中和的问

题。这一部分介绍了碳中和的基础性内容

和总体图景，全面深入地剖析、厘清、对

比了碳中和及相关的概念，详述了国际上

其他国家、次国家区域、城市、企业等主

体的碳中和进程，并从宏观的视角展示了

碳中和愿景为中国环境、经济、社会领域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技术和行

业的角度回答了如何实现碳中和的问题。

技术和行业分别是实现碳中和的核心保障

和关键领域，该部分详细介绍了实现碳中

和的三大技术工具：零碳电力系统、零碳

和低碳终端用能系统及负排放技术，并分

析了各个工具的发展水平、减排潜力和战

略定位，描绘了电力、工业、交通、建筑

四大行业的碳中和路径，识别出了重点减

排领域、技术和投资缺口。第三部分从区

域、园区、城市、企业等角度探讨了如何

实现碳中和的问题。技术及其路径的最终

实现需要通过不同层面的行动，对此，这

一部分进行了分别讨论并介绍了实践案

例，为不同行为主体提供了开展碳中和的

行动指引和方法框架。碳中和需要社会经

济系统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需要有创新的

政策体系予以支撑，第四部分盘点了助力

实现碳中和的五大保障性政策：总量控

制、标准制定、碳税、碳市场和气候投融

资，为未来中国的碳中和政策体系建设提

供了前瞻性思考。

《碳达峰 碳中和：迈向新发展路径》

是作者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所做的研究

探索，对政府决策部门、产业部门和相关

领域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

“双碳”目标指引新发展
李高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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