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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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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下午举行了“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专题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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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题发言二”环节的发言嘉宾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刘振民。

围绕气候变化，刘振民提出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全球碳中和与净零排放的明确路径。

近年来，由于地缘冲突和经济复苏迟缓，一些国家化石能源消费和碳

排放有所增加，能源政策有所波动，但它们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

标并未改变。相信各方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脱离化石能源、提高能源安

全水平的方向前进。世界各国资源能源禀赋不同，能源转型的基础和

方式、面临的困难均有所不同。我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电

在我国电力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同我国能源结构相似的众多发展

中国家而言，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部署应用面临着挑战，在一段时

间内还离不开传统化石能源的灵活调节和保障支撑作用。COP28完成

的首次全球盘点成果文件明确了全球“脱离化石能源转型”的大方向，

这一进程应当是公正、有序、公平的，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各方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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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通力合作，在确保各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稳步实现。

第二，科技创新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力。科技创新无

论对于全球脱碳还是提升各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都至关重要。特别是

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智能电网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都离不开科技

创新。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

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了60%和80%，这其中很大一部

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中国通过自身努力为全球

维护能源安全、促进能源低碳转型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能够秉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把握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发展机遇，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推动构建全球绿色

低碳产业供应链，提高绿色服务、贸易合作水平，推进经济、能源、

产业结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提供新动能。

第三，务实行动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所在。一直以来，我国实

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22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

超过51%；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占全球近

40%；我国风电、光伏产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贡献

了世界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我们还建立了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全球

最大的碳市场；我们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和《甲烷

排放控制行动方案》；我们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

倡导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新方式。同时，我们坚持通过绿色“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平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目前，从全球范围看，各方既有承诺可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巴黎协

定》的目标区间，但最迫切的是落实。各方的目标愿景应具有现实性、

可行性、连续性，充分考虑实施手段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起点和能力

水平。各方应努力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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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义务和承诺，通过务实行动使愿景成为现实。

第四，合作共赢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应有之意。近年来，部分国家

以功利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打着应对气候变化或“去风险”的

名号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措施，给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了巨大障碍，

破坏了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互信和努力。最近，伍德麦肯兹国际

咨询公司报告指出，完全与中国制造的清洁技术产品脱钩将导致全球

能源转型额外耗资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球绿色转型成本要在原有

账单上增加20%。鉴此，全球各国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公平正

义的气候治理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和贸易自由，坚持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

本法则，将本国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互相协调，团结一心，同舟共济，

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杜倩倩；审稿：崔克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褚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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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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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雅帆 13810361966/64255855-8223

夏 天 18801375838/64255855-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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