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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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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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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小组讨论一”环节的发言嘉宾有7位，分别为中

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韩慕睿，渣打集团行政

总裁温拓思，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兵，拜耳集团

管理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比尔·安德森，蒂森克虏伯股份公

司首席执行官米格尔·洛佩兹，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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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锦就“坚定目标，落实责任，加快绿色转型进程”发表

三点看法。一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不能动摇

或者后退。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深度投入的前提下，如

果长期目标动摇或者后退甚至放弃，所涉及的不仅是理念问题、

价值观问题，更是相关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向前走还是往后退，甚

至会否陷入危机的问题，因此必须有战略定力。二是落实责任，

完善激励机制。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不同，减排目标各

异，但是都应从各自实际出发，尽快落实责任。中国根据自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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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提出要尽快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加快这一转变，首先

需要积极创造条件，提出与实现“双碳”目标相适应的减碳量化

指标，再进一步分解到各个行业和企业，并建立起可核查、可追

责的责任体系。当前减排压力紧迫，至少在生产领域应当实行普

遍的强制性减排。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量化责任体系才能够激发

起各个层面（特别是企业）强劲、持久的减排动力，碳市场才能

够提高效能。加快“双碳”进程，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机制创

新也很重要，而且往往要走在前面。三是绿色低碳产业的增长目

标应适当调高，新技术、新产业的替代速度要加快。减碳与增长

以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现在则转化为相互协同与共赢的关系。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通过创新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其获得新

的增长动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发展更加重要，将促进

其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是全球范围内应对气

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必须秉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元化、

全球化，这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必须的，也符合各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韩慕睿介绍，在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中国非常重要，

并且在各个方面展现了领导力。2023年全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

投资同比增长24%，达到6760亿美元，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

驱动力之一。成功实现能源转型需要具有创新性、协作性和区域性

的发展战略。首先是创新性。只有有效利用创新和技术，才能在未

来实现更低排放、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同时不断提高全球的生活

水平。其次是合作性。全球脱碳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凸显了工业界、

政府和社区合作的重要性。跨价值链的协作促进了各合作方分享专

业知识，获得多赢成果。最后是区域特定规划的重要性。世界各国

正努力在按照各自的时间表实现净零排放，拥有财力、技术和运营

能力，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增长需求的公司将成为未来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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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拓思认为，中国在可持续供应链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遇，

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等领域的发展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在实现

碳中和过程中，融资要发挥重要作用，银行业应肩负相应责任。对

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碳中和目标，他提出三点看法。一是构建统一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话语体系。二是建设统一标准的全球碳市场。三是

深度了解整个供应链的碳足迹在哪里、碳强度有多少。如果不解决

好这些问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将面临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等

挑战。投入这一领域的资金需要汇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两方面的

力量。此外，实现碳中和，不但对碳足迹的核查要有足够透明的标

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衡量工具。

余兵认为，当前中国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正在加快

构建，传统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加速。接下来，一是要推动高

质量发展“含绿量”更多的能源，打造能源产业的新结构。碳中和

成功的标志之一是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当中占到主导地位。要立足

各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先立后破，重点发挥清洁能源和传统化石

能源协同互补的优势，稳妥有序地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

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要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持续推动化

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要推动高质量发

展“含新量”更足，打造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当前中国的新能

源发电技术处在世界第一梯队，大规模的储能、氢能、CCUS、CCS

等零碳和负碳的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

光伏组件和60%的风电设备。要以新技术催生新业态，聚焦前沿引

领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智能

电网、氢能、氨能、CCUS等产业链，推动新一代核能技术的研发和

运用。三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含碳量”更低，打造碳市场管理的

新机制。中国碳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要突出责任制，

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行业的覆盖范围，加强碳市场的约束，建立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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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管理体系，提高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要突出市场化，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甚至全球统一的标准市场，健全碳定价机制，

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绿色金融政策、融资工具和金融产品，推进自

愿减排机制与碳排放权市场的互联互通、双向调节；要突出衔接性，

建立碳成本的传导机制，强化碳排放配额交易，促进电力市场绿证

和碳市场有序衔接。

比尔·安德森谈到，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是最大的温室气体贡献

者，也是最大的解决方案提供者，能够为碳中和作出相应贡献。他

介绍了拜耳公司在减碳方面的三个创新案例。一是在今年春天推出

的新的短杆玉米品种，提升了玉米的抗病虫害能力且不需要轮耕，

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二是传统的水稻种植过程中存在一些耗费大

量人力、产生大量甲烷的环节，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节省水资源及

劳动力，减少甲烷排放。三是利用有关技术将油菜籽用于生物制油，

减少土壤中氮的供给，这一技术还可用于大豆的种植。他还谈到，

未来可持续农业领域，农民可以销售自己的碳产品，这有助于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

米格尔·洛佩兹就工业领域如何减碳发表观点。他说，如果不

采取更多行动，《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将无法实现，绿色转型不

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的、必须的决定，其中工业减排作为大幅削减

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杠杆将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工业企业，要全力

以赴发展气候友好型技术，致力于绿色转型并成为绿色转型的先锋。

他所在企业将气候友好型技术作为企业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通过整合关键技术，明确重点业务领域，帮助企业加快低碳转型。

他还谈到，企业和政府合作对于工业领域减碳意义重大；加强不同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对于绿色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建立联盟是

推动实施大规模脱碳项目、增强各方信心的最可靠方式。他相信，

在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的共同推动下大胆行动，加快减碳步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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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绿色转型中收获更多机遇。

缪汶乐表示，企业与客户、利益相关者合作，以更多的方式应

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升能力，促进对话。实现应对气候

变化的温度控制目标，不仅需要公共部门的努力，也需要更多人的

参与和努力，其中企业部门在这个过程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未来两三年，努力实现净零排放的企业都需要其上下游供应商也能

够实现净零排放。只有解决好供应链中存在的减排问题，才能够帮

助企业真正实现碳中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促进整个产业链供应

链对碳中和发挥积极作用，下游产品制造商对于上游供应商的减碳

也应提供支持，为此可考虑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杜悦英；审稿：杨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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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