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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 · 2025 年 3月 24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全面释放发展动能 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绿色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和发言上半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于2025年3月23-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上午举行了“绿色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会”。

其中，“主题发言”环节的发言嘉宾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发

言”环节上半场的发言嘉宾有3位，分别是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石道

成；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

总经理屠光绍；道达尔能源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潘彦磊。本场会议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主持。 

随着气候变化对全球影响日益加剧，绿色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

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郭芳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绿色

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绿色低碳

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并将继续

主动担当，共同应对挑战。 

郭芳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有效规划和政策，

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和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进展和成效，绿

色低碳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

业链。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3.46万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

35%；风电、光伏装机突破14亿千瓦，提前6年完成2030年目标。新能

源汽车年产销量超1300万辆，全球占比超70%，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

15.7%，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累计升级粗钢产能9.3亿吨。绿色生产力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PM2.5

平均浓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16.3%；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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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优良断面比例首破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标；农村污

水治理率超45%，森林年碳汇量达12亿吨，公众生态满意度超91%，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迈上新台阶。全国碳

市场覆盖年排放量52亿吨，履约率为99.9%；《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

案》落地，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启用。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向发展

中国家捐赠光伏设备、预警系统，累计提供气候资金1770亿元。 

郭芳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需

求，同样也是履行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担当。下一

步，中国将从五个方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二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锚定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分阶段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三是加

快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开展前沿引领技术攻关，研究构建美丽中国数

字化治理体系。四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五是加强环境和气候

国际合作，加强绿色投资和贸易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为气候领域多边进程注入确定性和前进动力。 

能源转型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石道成表

示，当前，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实现气候目标，还成为企业发展

的当务之急。他认为，能源需求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对电力和可再生

能源的需求及使用不断扩大。其中，电力需求增长的推动力之一就是

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行业对电力的需

求可能占全球总电力需求的6%-8%。 

技术创新和突破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至关重要。石道

成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及绿色低碳技术方面的领先

优势将惠及全世界。面对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浪潮，各国政府、企业界、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应携手努力，共同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力拓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矿产生产商和能源需求企业，将与中国合

作伙伴在价值链各环节密切合作，探索和开发低碳解决方案。 

碳资产入表作为绿色低碳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正成为连接企业

实践、市场运行与金融创新的重要纽带。屠光绍认为，以碳排放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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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碳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将成为促进全球低碳制度体系协同发

展的重要突破口。 

屠光绍说，碳资产入表对促进企业发展、优化碳市场交易、繁荣

金融市场以及生态制度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碳排放权交

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颁布以来，中国开启了碳资产进入资产负

债表的进程，已形成涵盖电力、钢铁等八大重点行业的入表标准体系。

此后，中国上市公司碳资产入表数量稳步上升。从国际实践看，各国

在碳资产会计科目设置、核算流程规范及账务处理方法等方面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性既为全球碳市场互联互通提供了创新空间，也为推动

碳资产跨境流动、促进绿色金融资本与服务全球化创造了制度接口。      

屠光绍说，制度型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

绿色低碳发展制度体系既是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可持续发展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以碳资产入表推进全球绿色低碳

发展制度体系互动融合方面，他提出五点建议：加大绿色低碳领域指

标、统计、核算、指数等体系的国际协同共享；促进绿色低碳信息披

露报告制度和标准国际基准体系的形成；稳步推动全球绿色低碳会计

制度的趋同与互认；探索全球碳市场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不断健全

全球绿色低碳数据跨境有序流动机制。 

对于能源安全这个关键议题，潘彦磊表示，能源安全作为国际议

程的前沿，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以及经济

总量不断增长，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保障能源供应的压力

在加大；另一方面，需要减少碳排放，推动可负担的、更加可靠的能

源转型。中国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突破，特别是在降低可再生能源

成本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实践智慧。面对全球化

逆流，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能源转型将给中欧带来巨大的合作机遇。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马超、高妍蕊、吴振东、刘文杰、吴思；审

稿：杨良敏；审核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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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自 2000 年首次举办以来，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

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

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交流对话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