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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下的中国方案 

——《全球朱格拉周期开启》第二篇 

     
   

 

 

 

 

 

 

 

 

 

 

 

 

 

 

 

 

 

 

 

 

 

 

 

 

 

 

 

 

 

 

 

 

 

 

 

 

 

 

 

 

 

 

 

 

 

 

 

 

 

  

 

 

 

 

 

 

 

 

 

 

 

 

 

 

 

 

 

 

 

 

 

 

 

 

 

 

 

 

 

 

 

 

 

 

 

 

 

 

 

 

 

 

 

 

 

 

 

 

 

 

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作为 2021 年重

点任务，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

度”。2020 年底召开的地方两会，各省市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纷纷响应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均提到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内容，“碳达峰”、“碳中和”

无疑成为 2021 年全社会重点关注的话题。 

 

一、政策催化下，碳减排进程加速 

 

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急剧升高，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减排行动刻不容缓。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逐步形成。

国家碳减排路线图逐步明确，各部委减碳制度体系陆续完成。与此同时，各省市

“十四五”规划出炉，绿色低碳发展各尽所长。上海、福建、海南等省市明确提

出提前全面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二、减排形势严峻，能源结构尚待优化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碳减排形势严峻。一方面，我国碳排放全球居首，远高于美

欧日等发达经济体，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碳排放增速为 21%；另一方面，我

国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结构尚待优化。但近年来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碳强度大幅下降；风电以及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不断突破，森林覆盖率再上新台

阶，森林碳汇能力逐步提升。 

 

三、碳交易体系加速扩容，绿色基建投资空间巨大 

 

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交易体系加速扩容。中国的碳交易市场采取的是

试点先行、逐步铺开的方式推进。2020 年 12 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意味着我国节能减碳工作将更加依靠市场化手段。碳中和目标下，

产业投资迎来新变局，绿色基建投资机会巨大。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中包涵大量绿色成分，在实施过程中不

仅能为关键行业带来投资机遇，而且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投资。 

 

风险提示：碳中和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新能源产业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全球疫

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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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催化下，碳减排进程加速 

 

1.1 气候问题严峻，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  

 

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减排行动刻不容缓。世界气象组织公布，2016-2020 年全球

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比 1850-1900 年高出约 1.1℃。全球平均海平面

加速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增长等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为了全

面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联合国多次召开气候变化大会。自 2015 年《巴黎协

定》签署以来，各国相继提出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但减排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 排放差距报告》估计，为实现《巴黎协定》的 2℃

目标1，到 2030 年前全球需削减约 120-15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1.5℃目标则需

要削减约 290-32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大致相当于目前六个最大排放体的总排

放量，只有各国共同行动才有希望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在《巴黎协定》

框架下，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

正在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提出无碳未来的愿景。 

 

图 1：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 年-1900 年）水平急剧升高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光大证券研究所 

 

1.2 碳中和顶层设计启动，相关规划陆续成型 

 

碳减排承诺目标持续提高，国家碳减排路线图逐步明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承诺目标持续提高，在提前完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中 2020 年的减排承诺基础上，

习近平主席于 2020年联合国大会和气候雄心大会上做出了较巴黎协定国家自主

                                                                 
1 2015 年 12 月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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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更进一步的减排承诺，并首次提出了 2060 年前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央

和国家各部委加速推进碳减排相关规划、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建设。十九届五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党中央重要会议多次

强调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今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正式部署了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

通体系、消费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信部、能源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相继出台文件从发

展清洁能源、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压缩粗钢产量、落实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等方面引导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展。预期在“十四五”

开局阶段，中国碳减排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将初步完善，以保证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如期达成。 

 

表 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目标持续提高 

会议 目标达成年 基准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碳排放 

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森林蓄积量 

2020 气候雄心峰会 2030 2005 下降 65%以上 25%左右 增加 60 亿立方米 

2015 巴黎协定 2030 2005 下降 60%－65% 20%左右 增加 45 亿立方米 

2009 哥本哈根协议 2020 2005 下降 40%-45% 15%左右 增加 13 亿立方米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表 2：近期碳减排相关表态和部委文件 

出台时间 主要表态/文件 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习近平主席讲话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 年 10 月 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建议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

创新，发展绿色建筑。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市场化交易。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

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 

2020 年 12 月 气候雄心峰会习近平主席讲话 

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2020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

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要继续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

力。 

2021 年 2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习近平重要讲话 

要围绕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

法律法规，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统筹制定 2030 年

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0 年 12 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 

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和新时代能源政策理念，推进从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多元清洁的供应体系、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国际合作五个方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2021 年 2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部署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加快基

础设施绿色升级、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2021 年 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确保 

“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强化和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高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及氢能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2021 年 1 月 
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工作会议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

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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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20 年

第四季度》 

发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碳价格发现三大功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标准、

监管和信披、政策激励约束、产品和市场、国际合作这五大支柱。 

2020 年 1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

钢产量同比下降。 

2021 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规范全国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活动。

编列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由生态环境部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 

2021 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的指导意见》 

从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度体系、试点示范、国际合作 5 个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安排，推进

统一的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监测评估、监督执法、督察问责。 

2020 年 12 月 
国家能源局 

2021 年工作会议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风电光伏发展，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建设，大力提升新

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进一步优化完善电网建设 

资料来源：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1.3 各省“十四五”规划出台，碳减排成为重要任务 

 

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出炉，绿色低碳发展各尽所长。各省市在落实中央“十四

五”规划建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区位禀赋和产业结构特点制定了碳减排相关的

政策和目标。上海、福建、海南等省市明确提出提前全面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多

地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新增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提高氢能消

费量、促进绿色出行、提升森林覆盖率等方面制定了明确的目标。 

 

上海市计划在 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

降到 30%左右，本地可再生能源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提高到 8%左右；广东省计

划到 2025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10250 万千瓦，全省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

争取达到 7300 亿元；江苏省计划到 2025 年底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600 万千瓦，

风电新增约 1100 万千瓦；陕西省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成两千万千瓦可再生

能源装机，氢能、风光储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装机规模达到 50%，发电量占

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40%；西藏自治区预计至 2025 年水电建成和在建装机容量突

破 1500 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突破 1000 万千瓦。 

 

表 3：各省份十四五规划有关碳减排相关表述 

省份 十四五规划表述 

安徽 
统筹整合两淮煤电基地、长三角特高压枢纽和绿色储能基地，探索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建设智慧能源系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北京 
全面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支持绿色技

术创新，壮大绿色节能、清洁环保等产业。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福建 
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智慧能源系统 。制定实施力争碳排放提前达峰行动方案，推动低碳城市、低碳园区试点建设，探索建立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 

甘肃 
加快氢能、动力电池等产业化步伐，推动新能源老小场站提质增效，提升河西清洁能源基地供给能力和就地转化效率。全面推广新能源汽

车，配套建设相关设施。 

广东 

积极发展风电、核电、氢能等清洁能源，到 2025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10250 万千瓦（其中核电装机约 1850 万千瓦，气电装机约

4200 万千瓦， 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约 4200 万千瓦），天然气供应能力超过 700 亿立方米，制氢规模约 8 万吨，氢燃料电池约

500 万千瓦，储能规模约 200 万千瓦 ；全省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7300 亿元，新能源产业增加值达到 1800 亿元。 

贵州 
优化调整水电布局。全面实现“县县通”天然气。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电网改造,推动城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具备建设

条件的加油站充换电设施全覆盖。推进煤层气、页岩气、氢能、地热能等加快发展,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海南 
建设清洁能源岛，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发展全生物降解、清洁能源装备等生态环保产业，推动昌江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加快推广

新能源汽车，规划建设全省充电桩设施。高水平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河北 
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新能源。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发展绿色建筑。引导各类

资本参与环境治理。建立张家口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国家级氢能产业示范城市。 

河南 
构建低碳高效的能源支撑体系，推进能源革命，谋划建设外电入豫新通道， 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沿黄绿色能源廊道，完善

能源产供储销体系。 

黑龙江 加快实施“气化龙江”，推动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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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湖北 
有序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构建能源生产、输送、使用和储能协调互补的智慧能源系统。重点引导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减产降碳，

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开展近零碳排放试点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碳汇+”交易助推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试点，争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 

湖南 完善储能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换电站及车路协同基础设施。 

吉林 
创新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整合东部抽水蓄能和西部新能源资源，建设吉林“陆上三峡”工程，扩大“吉电南送”，

撬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气化吉林”建设，提高天然气、煤炭、石油、油母页岩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水平。 

江苏 

到 2025 年底，全省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600 万千瓦。风电新增约 1100 万千瓦，新增投资约 1200 亿元。推动盐城、南通、连云港、宿迁、

镇江、淮安、扬州、徐州等地建设“光伏+”综合利用平价示范基地和陆上风电平价示范基地。 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常州天宁区郑陆工业

园、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南通海门市余东镇、秦州姜堰区、无锡江阴市以及省内泰州兴化市共 7 个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建

设。整合资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 

江西 
聚焦光伏、锂电等领域，培育若干国际一流企业，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聚区。积极推行清洁能源，发展绿色建筑。大力发展节能和环

境服务业，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辽宁 
培育壮大氢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 ，加强和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形成煤、油、气、核和新能源协调发展的能源供应体

系。加强辽河储气库群等能源储备基地和通道建设。 

内蒙古 
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首要任务，加大退牧还草力度。 严禁在草原上乱采滥挖、新上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业项目。推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高

比例发展，壮大绿氢经济，推进大规模储能示范应用，打造风光氢储产业集群。 

宁夏 清洁能源重点发展配套装备制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青海 

打造海南、海西清洁能源基地，推进黄河上游水能资源保护性开发，开展水风光储等多能互补示范。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完善循环经济标准和认证制度，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绿色化改造，支持建立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系统，构建

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山东 

以核电、氢能、智能电网及储能等为支撑的新能源产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氢能，拓展外电入鲁通道，稳

步推动核电、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完善油气储输网络。打造“东方氢岛”，到 2030 年，建成加氢站 50 座以上，氢气年消费量超过 3 亿标

准立方，氢能产业年产值达到 500 亿元 

山西 

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将碳基新材料作为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推动非常规天

然气高质量发展，巩固电力外送基地国家定位，促进可再生能源增长。以晋中、吕梁、长治为重点打造光伏制造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力争

到 2022 年，光伏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 130 亿元。 

陕西 

加快陕北风光储氢多能融合示范基地建设，高水平建设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和延安综合能源基地。开展陕南三市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以环境容量定排污总量，推进市场化交易。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在建成两千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

机的基础上，着力打造陕北两个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 

氢能、风光储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建设装机规模达到 50%，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40%。十四五”期间，建成两千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

机 

上海 

推进吴泾煤电等容量异地替代，宝钢和上海石化自备电厂实施清洁化改造，加快桃浦、南大、吴淞、高桥、吴泾、金山滨海等重点区域转

型发展。在公共领域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进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建设。 

在 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300 万吨左右，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 30%左右，天然气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7%左右。本地可再生能源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提高到 8%左右。 

四川 

统筹能源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国“气大庆”、特高压交流电网、水风光互补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清

洁能源示范省。实施“再造都江堰”水利大提升行动，推进引大济岷、长征渠等重大工程建设，完善“五横六纵”引水补水生态水网。四

川“三州一市”光伏基地十四五规划总装机容量预计 20GW。 

天津 

开展重点行业碳排放达峰行动，推动钢铁、电力等行业率先达峰。设置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森林覆盖率等指标，提高清洁能

源消费比重。到 2025 年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5%以上。加快推进“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到 2025 年一级管控区森林（绿化）覆盖率达

到 25%。 

西藏 

2025 年建成国家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示范区。加快推动金沙江上游(藏川段)清洁能源外送通道建设。 水电建成和在建装机容量突破 1500

万千瓦，加快发展光伏太阳能，装机容量突破 1000 万千瓦。加快推进“光伏+储能”研究和试点，大力推动“水风光互补”。培育壮大西

藏绿色产品品牌，创建高原公园城市和森林城市。 

云南 
加快布局绿色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源网荷”一体化建设。加快建设金沙江、澜沧江等国家水电基地，加强

“水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建设。推进全省油气管道“一张网”建设，大力提高全省工业用气占比，推广天然气利用。 

浙江 

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构建电油气“三张网”，打造长三角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完善油品储备体系，打造国家级油气储备基

地。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 20.8%，煤电装机占比下降两个百分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腾出用能空间 180 万吨标煤 

重庆 
支持万州及渝东北地区探索三峡绿色发展新模式，走出整体保护与局部开发平衡互促新路径。推进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建

设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网站，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4：各省份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碳减排相关表述 

省份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表述 

北京 
加强细颗粒物、臭氧、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突出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明确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

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城节能。 

福建 制定实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厦门、南平等地率先达峰，推进低碳城市、低碳园区、低碳社区试点。 

甘肃 
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础建设，打造国家重要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

基地和战略通道。 

广东 

分区域分行业推动碳排放达峰，深化碳交易试点。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

提升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占比。研究建立用能预算管理制度，严控新上高耗能项目。制定更严格的环保、能耗标准，全面推进有

色、建材、陶瓷、纺织、造纸等传统制造业绿色化低碳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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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到 2025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约 10250 万千瓦，全省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7300 亿元 

海南 提前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期间，海南将实行排降碳协同机制，实施碳捕集应用重点工程。 

河南 
制定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探索用能预算管理和区域能评，完善能源消費双控制度，建立健全用能权、碳排放权等初始分配和市

场化交易机制推动以煤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加快转型，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能源产业，谋划推进外电入豫第三通道。 

黑龙江 
开展省內重点企业碳排放报告与核查，搜集基础数据，做好配额分配、清缴、碳核查以及各项监管工作，确保企业参与全国统一

碳市场交易。 

吉林 
启动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加强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全面构建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加快煤改气煤改电、煤改生物质，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支持白城建设碳中和示范园区。 

江苏 

制定实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及“十四五”行动方案，发展壮大绿色产业，加强节能改造管理，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严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全省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600 万千瓦。风电新增约 1100 万千瓦，新增投资约 1200 亿元 

辽宁 

科学编制并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支持氢能规模化应用和装备发展。建设碳交易市场。

营造林 202 万亩，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强化能耗“双控”管理，推进绿色化生产，我们既要把能耗增量控制住，又要

把能耗存量降下来。 

山东 “十四五”期间山东将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市场化交易； 

山西 

推动煤矿绿色智能开采，推进煤碳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抓好煤碳消费减量等量替代。力争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 120 亿立方米。

健全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体系，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加快开发利用新能源，发展新能源储能、能源裝备制造产业。开展

能源互联网建设试点。探索用能权、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上海 在 2025 年前力争实现碳排放达峰。 

天津 
加快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钢铁等重点行业率先达峰和煤炭消费尽早达峰 

。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实施工业污染排放双控，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西藏 
到 2025 年建成和在建水电总装机 1500 万千瓦以上。2021 年能源产业投资完成 235 亿元，力争建成和在建电力装机 1300 万千

瓦以上，实现电力外送超过 20 亿千瓦时。 

浙江 

开展低碳工业园区建设和“零碳”体系试点；优化电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机制；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 20.8%，煤电装机占比下降两个百分点，加快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腾出用能空间 180 万吨标煤；

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网站，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减排形势严峻，能源结构尚待优化 
 

2.1 中国碳排放全球居首，减排进程加速推进 

 

中国碳排放全球居首，远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201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量达到 341.7 亿吨，其中前三名中，中国排放 98.26 亿吨，美国排放 49.65 亿

吨，欧盟排放 33.30 亿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于世界首位，是美国、欧盟的

2 倍和 3 倍。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碳排放增速为 21%，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

济迅速崛起，工业主导的工业结构导致碳排放增速较快，碳排放压力在国际倡导

低碳减排的背景下日益剧增。 

 

低碳转型成效显著，碳强度大幅下降。虽然碳排放总量仍处于增长态势，但随着

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的发展等，我国碳强度（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处于下降通道。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部测算，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碳强度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2005 年降低约 48.1%；“十三五”期间，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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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图 2：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首位  图 3：我国碳强度(单位 GDP 的 CO2排放)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2.2 能源结构尚待优化，清洁能源发展加速推进 

原煤占据主导地位，清洁能源发展方兴未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

程的推进，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受资源禀赋与技术约束，我国

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其中原煤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余依次是原油，水

电、核电和风电三种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然而，原煤在我国能源消费占比逐年

下降，2019 年占比为 57.50%，相比 2010 年下降了 11.5 个百分比；天然气与

水电、核电和风电占比显著上升，2019 年两者比重达到 8.1%、15.3%，相比

2010 年上升了 4.1、5.9 个百分比。 

发电能源结构亟待调整。从我国的发电能源耗用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发电仍主要

以燃煤为主，清洁可再生能源占比不高。2019 年煤炭发电比重为 64.6%,其次为

水能、风能、核能。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的太阳能光伏占比很低仅为 3.0%，风

能为 5.4%；美国发电则依赖天然气较多，风能、核能后来居上。为实现碳减排

的目标，开展清洁能源开发、节能、电气化以及碳捕获技术成为我国未来主要关

注的方向。 

图 4：原煤占据能耗主导地位，清洁能源占比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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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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