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生：碳中和创新进入
“无人区”，须跳出似是而
非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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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其要求的创新，同以前的创新有本质

不同。“中国碳中和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并已

为我们根深蒂固接受了的一套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创新

路径，可能会妨碍我们对碳中和时代创新问题的思考。 

正如我们不能用农业时代的思维去想象和分析工业时代的创新问题一

样，我们也不能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来分析碳中和时代的创新问题和

发展问题。碳中和时代的创新，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

一个新事物。在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创新上，全球都已经进入一个“无人区”，

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因此，对碳中和问题的深刻理

解，以及国家的内在创新能力，就非常重要。 

一、如何理解碳中和 

2008年开始，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认识： 

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将减排当做经济发展的负担，

将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地当成外部性的问题。通过分析减排的成本和收益来

得出一个所谓全球最优减排度，然后根据外部性原则在各国进行减排负担

或排放权的分配。这也是现在大部分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在做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我们揭示，减排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负担，更有可能

驱动经济跃升到更有竞争力的结构。比如，从燃油车跃升到电动车结构。

这样，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过去的负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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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遇。其政策含义就从过去的负担分担，变成创造并分享机遇。 

第三个阶段，我们揭示，仅有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还不够，生产领域

技术创新有可能降低碳的强度，但也有可能推动整个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扩

大，推动碳排放的增加，最终不一定能够解决可持续的问题。因此，还要

有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才可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是，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背后，是一个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涉及到对经济

学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包括价值理论、分析框架等等。 

现在很多关于碳中和、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将标准的经济

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引入到气候变化领域，把气候变化经济学当做经济学的

一个分支和边缘学科在对待。我觉得这样很不够，不能只是把标准理论引

入这个领域，而是更需要从气候变化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进行重新反思。 

二、跳出传统时代的思维 

一旦从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笃定的说法可能似

是而非。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碳中和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没有能源系统的转

变，当然无法实现碳中和，但碳中和又决不只是一个能源问题，而是一个

系统性转变问题。现有经济社会系统是在旧能源基础上建立的，没有经济

社会系统同时进行全面转变，能源转变就不可能实现。进一步，我们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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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 100%的新能源，发展就一定可持续了吗？回答是不一定，因为能

源的使用会驱动很多其他物质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百分百的新

能源不一定意味着可持续。尤其是，如果未来能源极其廉价，而我们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像过去那样基于消费主义和过度消费，就会带来很

多问题。 

第二个例子，可持续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进步问题呢？技术进步当

然非常关键，但我们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技术进步也不一定就会

带来可持续，一些时候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

先进的技术，但是全球却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技术是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上世纪 8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讲发展

方式转变，但现在讲的绿色转型同过去讲的发展方式转型有非常本质的不

一样。过去是讲效率、产业升级，讲“微笑曲线”，从低端升级到高端。

对于个别的企业、产业和地区来说，当然可以沿着微笑曲线两端爬升，同

时实现低碳和增长；但是，如果解决全国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这就远远

不够了。沿着微笑曲线往上爬，会得出一些基于假象的结论。比如说，一

个地方的制造业比重不断在提高，同时碳排放也在不断下降，这看起来好

像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了，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制造业比重上升可

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爬到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更高端。如果看所谓脱钩的地方，

其生活方式、消费模式排放有没有发生明显转变。如果只是把低端产业转

移到其他地方而降低自身碳排放，对全局而言就没有太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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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广为接受的倒 U 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些特定地区、

特定产业的确出现了这种倒 U变化情况。但是，大量的研究显示，这更多

的只是在一些特定国家、地区或产业出现的现象，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普遍

规律。如果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倒 U形曲线，我们就不用担心现

在的全球环境问题，但事实不是如此。倒 U形曲线成为过去“先污染、后

治理”的理论基础。目前的国际环境治理，很多也都是基于这个倒 U型理

论。现在有 130多个国家承诺碳中和，其中约 70%都是发展中国家。这意

味着，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可以被突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展开。这些例子要说明的是，

碳中和背后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系统型转变，从发展范

式来说，涉及到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式和空间概念等

方面的系统性深刻变革。这些方面，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如果对碳中和

问题没有深入理解，只是用过去的惯性思维或停留在问题的表象，就难以

真正做好碳中和创新。 

研究范式转变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要进行系统

性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要跳出三个传统思维。 

一是标准经济学是给定分工结构下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难以理

解结构跳跃带来的机遇。比如，从燃油车和加油站的结构跳到新能源和充

电桩的结构，在标准的边际分析框架下就很难进行分析，也就难以从理论

上预见减排带来的大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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