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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中國在國際社會作出 「碳達峰」 「碳中
和」 的莊嚴承諾， 「雙碳目標」 就成為社會關注的
焦點。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今
年的全國兩會以及最近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
次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
工作均是重要議題之一。

「雙碳目標」 意味着中國的能源結構將發生深刻
變化。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在3月31日舉行的國
際能源署-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凈零排放視
頻峰會上就表示，中國下一步將大力發展非化石能
源，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推動
「雙碳目標」 的實現。受訪專家也認為， 「雙碳目
標」 呼喚着技術的快速突破和市場的有效激勵，隨
着未來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步伐加速，風能、太陽
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將迎來歷史性機遇。

香港商報記者 朱輝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肆虐，給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
和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帶來極

大威脅，眾多工廠轟隆隆運作的機器
被迫按下暫停鍵，地球也因人類經濟
活動的放緩而稍得喘息。不過，由於
全球氣候變暖，2020 年的歷史性高溫
導致從北極古冰川到格陵蘭東北部冰
川的斷裂及大面積融化，令世人憂慮
不已。

自 200 多年前的工業革命以來，人類
經濟活動對地球環境和氣候產生的影響
顯而易見。高溫、極寒、乾旱、洪澇等
極端氣候越發頻繁，無不向世人警示氣
候變化已成為人類發展的最大挑戰之
一。美國億萬富翁比爾·蓋茨在其新書
《如何避免氣候災難》中，專門論述了
如何調整人類追求經濟發展的合理願望
和由此造成的環境破壞。蓋茨是對全球
氣候變暖保持持續關注的人士之一。他
在書中寫道：如果人類要在經濟發展與
環境退化之間的大競賽中獲勝，就必須
加快綠色創新。

全球氣候變化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

的排放息息相關，世界各國均對此保持
高度關注。在2015年舉行的聯合國巴黎
氣候變化峰會上，世界各國簽署了應對
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開啟了人類
攜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篇章。而中
國歷來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通過不
斷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提高
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等方式，推動全社會
加速向綠色低碳轉型。2020 年 9 月，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
性辯論上指出，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
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
和。

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在2030年
達到峰值不再增長，之後逐漸下降。碳
中和是指在2060年前，中國通過植樹造
林、節能減排、產業調整等形式，抵消
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實現零排
放。去年以來，在中國重大的高層會議
中，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均是大會的重
點內容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亦將
此作為 2021 年的八大重點任務之一，
「十四五」規劃對此也作出了具體布

局。

在碳達峰、碳中和的發展目
標下，中國的綠色發展之路已
提升到新高度，成為未來數十

年內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基調之一，而與
此相關的投資布局也早已聞風而動。今
年以來，在A股市場上，碳中和概念股
持續火爆，備受資金追逐。此外，在各
行各業對發展綠色低碳型經濟逐漸形成
共識的背景下，相關的投資基金也瞄準
了雙碳目標的風口。比如，遠景科技集
團與紅杉中國近日宣布，將共同成立總
規模為 100 億元的碳中和技術基金，投
資和培育全球碳中和領域的領先科技企
業，構建零碳新工業體系。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幾個
月以前牽頭18個機構做了一項研究，據
該團隊測算，要實現碳中和，未來30年
中國需要新增 138 萬億元的綠色低碳投
資。高瓴資本創始人兼CEO張磊3月20
日在參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經
濟峰會時表示，當綠色轉型成為未來最
大的確定性時，將有力引導大量社會資
本轉向碳中和領域，綠色股權（PE/
VC）投資正當其時。在新能源技術、材
料、工藝等 「綠色新基建」領域，高瓴

按照 「碳中和」技術路線圖，深入布局
了光伏、新能源汽車和芯片等產業鏈上
下游。

北京特億陽光新能源總裁祁海珅向本
報記者表示，雙碳目標下，以新能源為
主的新型電力產業、環保低碳產業將在
未來得到長足發展，尤其是 「雙碳」背
後的國際能源競爭，一定會影響中國的
新產業布局和發展質量。祁海珅指出，
未來 「能源生產—能源傳輸—能源利
用」的能源新鐵三角一定是圍繞 「新能
源發電—特高壓送電—新能源電動車」
這三個龐大的產業而展開。

祁海珅進一步指出，新能源發電產業
在技術和經濟性方面已達到或超越化石
能源的臨界點，這是未來電氣化消費轉
型的基礎。能源傳輸領域的電力設備市
場需求超過 2 萬億美元，中國特高壓技
術可以將相應電力產能傳送至世界其他
國家和地區，以構建大能源網絡戰略。
對於新能源汽車領域，全球汽車市場超
過 3 萬億美元，有加速電動化的趨勢，
產業鏈重構的新能源汽車以及附帶的鋰
電池儲能產業，有可能成為中國新經濟
的支柱型產業。

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

綠色投資風口逐漸開啟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數據，
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能源活動的排
放量佔據着 「大頭」，包括發電和供

熱、交通運輸、製造業和建築業等的排放。就此
而言，對於仍然依賴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為主
的中國來說，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能源產業
結構的調整在所難免，即要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
使用比例，大幅發展可再生能源。

習近平主席2020年12月12日在氣候雄心峰會上
亦強調，中國為達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
定》作出重要貢獻，是落實《巴黎協定》的積極
踐行者。中方已經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
度，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
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
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
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
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3月31日，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在國際能源
署-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凈零排放視頻峰
會上表示，中國下一步將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
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推動綠色
低碳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加快能源消費方式綠色
轉型和加強清潔能源轉型國際合作，推動碳達
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國家發展改

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在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從以化石能源為主往非化石能源
為主的方向走是必然性趨勢，在碳達峰、碳中
和目標下，中國化石能源的總量和比例都會有
大幅度下降。他指出，從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控
制和減排的要求來看，中國提出 2030 年前實現
碳達峰，此中還有不少文章可以做，至少在部
分地方、部分行業、部分領域，可以有很大的
提前實現碳達峰的空間。周大地認為，風能、
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長速度將會加快，預
估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到 2030 年會明
顯超過12億千瓦。

能源結構調整可供選擇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
是通過技術改進，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比如推
動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另一條是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供給，加大力度開發利用風能、太能能、
核能等清潔能源。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認
為，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角度看，非化石能源的新
增投資建設、傳統行業的技改投資、低碳新技術
的新增投資是碳中和形成的重要需求，其影響範
圍延伸至工業、建築、交通等眾多行業領域。從
非化石能源消費角度來看，能源消費的結構將向
光伏、風電等清潔電能轉變，這必然需要能源供
給結構作出適應性調整，進而引致光伏、風電等
相關產業鏈的需求增長。

能源結構調整在所難免

蓋茨在其新書中承認國家的力量和
政府間合作的必要性，他希望各國政
府在十年內將氣候研究的資金提升到

目前的5倍。同時，他還呼籲短線投資者和企業
老闆有更多的綠色追求和冒險精神，共同打贏
氣候變化這場硬仗。

就全球層面而言，國際氣候峰會將於今年4月
22日至23日召開，美國白宮早前宣布總統拜登
已邀請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40位國家和國
際組織領導人参加。據悉，峰會將突出應對氣
候變化採取更為有力行動的緊迫性和經濟效
益，峰會還將重新召開由17個國家參加的主要
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變化論壇。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近日表示，中國高度重
視應對氣候變化，積極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為
《巴黎協定》達成和生效做出歷史性貢獻，並在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將調整經濟結構、優化能
源結構、改善生態環境等結合起來，走上一條符
合國情的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取得顯著成效。
2005年至2020年，中國GDP增長約4.5倍，同期

碳強度下降48.4%，非化石能源佔比由7.4%提高
到15.9%，大幅超額完成到2020年氣候承諾。

隨着中國越來越關註氣候變化議題並提出明
確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目前各行各業都開
始着手制定相關的行動方案，加入到這場世紀
性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之中。在周大地看
來，在雙碳目標的指引下，各行各業研究相關
的節能減排對策非常有必要，特別是高耗能產
業應很好控制自身的擴張需求。他指出，中國
的鋼鐵、水泥、化工、有色、冶金等行業佔世
界的比例都很高，國內的需求已經達峰，這些
行業要很認真地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調
整，不要再去擴張產能。

天 風 證 券 認 為 ， 如 期 實 現 「碳 達 峰 碳 中
和」，需要對中國各行業從生產到消費全體系
全鏈條進行一場深刻而持續的變革，能源、工
業、交通、消費等各個部門行業面臨着創新生
產技術、調整資源投入的艱巨任務，社會管理
和終端個體面臨着改革組織形態、變更消費模
式的巨大挑戰。

打贏硬仗還需各國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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