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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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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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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三”环节的发言嘉宾有5位，分别为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枢

刚、波士顿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施伟策、美国UL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简思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三方面变化。在

机制层面，自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0）以来，发展中国

家在议程制定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且讨论的重点从《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扩大到整个经济体转型。在概念层面，气候变化

行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互相竞争、互相抵触转向二者并行。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可以激发创新、提高生产率、推动城市转型、促进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实践层面，各国需要明确战略方向、优化政策，

完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发挥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以应对因投资不

足导致的市场失灵，仅依靠碳税和碳市场无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他

建议，要大力发展绿色投资，采用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加强多边金

融机构与民营部门的合作，降低新兴市场融资成本，从而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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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目标。

温枢刚指出，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趋严峻，深化全球气候

治理已成为国际共识，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三重挑战。一是气

候法治有待加强。国际气候博弈加剧，部分国家气候政策出现摇摆，

影响了气候治理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二是气候行动尚需强化。

世界主要国家提出的能源转型目标和减排承诺，距离《巴黎协定》规

定的温控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三是关键技术亟待突破。2050年全球实

现净零排放的技术中约有一半尚未成熟，亟须创新突破。他认为，应

对上述挑战，需要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

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系，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已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截至2023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

比达到52%，首次超过火电，电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预计到2060

年，中国电能消费比重达到7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过80%，清洁

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0%。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但中国正在务实推进，

这将为全球能源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施伟策表示，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气候变化都是当前和未来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要想实现气候变化目标，还需要在能源、电

气化、交通、电网更新、绿色制造等领域进行至少38万亿美元的投资。

大规模投资是可行的且会产生积极影响。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积极

做出承诺。目前大概有7000家公司制定了科学的碳减排目标，是四年

前的3倍。而最大的前1000家公司中，20%制定了碳减排目标。这样的

进步令人振奋，但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第二，减少范围3温室气体排

放量是企业净零战略的关键所在。大多数企业面临的挑战并不是技术

和资金不可负担，而是如何减少范围3的排放。为此，企业必须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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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等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

挑战。

简思明阐述了能源转型中创新与安全的关系。科技创新在绿色转

型中至关重要。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要求基于风险的标准化、强制

性披露，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其会影响碳排放的测算、

报告和核查。但与此同时，创新也带来了风险，特别是转型带来的安

全风险。UL公司对16个国家1600名企业CEO的调研显示，90%的人对全

球应对气候危机持积极态度，同时90%的人认为已有相应的技术来应

对气候变化危机。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被调研对象都认为安全问

题在能源转型中至关重要且新的风险挑战已经出现，但只有17%的人

认为有足够的资源保障安全。

她认为，加强合作是应对与安全相关的挑战的关键。政府可以通

过地方、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将各利益相关方整合起来。企业应设定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实现更加安全的能源转型。同时，政府和企业应

齐心协力，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以实现气候变化目标。

杰弗里·萨克斯表示，中国在几乎所有关键绿色技术方面都是主

要的引领者，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四代核技

术等。中国应继续发挥好引领者的作用，加速推动转型，进一步降低

成本和压低学习曲线，为全球转型提供核心技术。值得指出的是，中

国将绿色产品销售至世界市场并不是倾销，而是世界需要中国制造的

产品。他建议，中国应该进一步加速创新，因为提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都是有益的。此外，中国应推动金融领域创新，

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开放金融市场，为全球转型提供低成

本融资。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吴思；审稿：崔克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褚冬晓）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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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