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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美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加强气候合作：中美新共识与新方向 

 核心摘要 

当地时间 11月 10日，中美于格拉斯哥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 21世纪 20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

候危机。《联合宣言》主旨为：在 2020-2030年间，通过中美各自、共同及与其它国家合作，加快向全球净零经济转型。

未来中美将在政策框架、重点气体（甲烷及二氧化碳）排放监测及管控、强化国际责任承担等方面展开合作。 

整体看，联合宣言并未对我国形成新的硬性约束，但其中提及的一些发展方向可能对国内多个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具体来看，有三项内容值得关注：中国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实施的电力政策合作、终端用户行业

脱碳和电气化合作。 

第一，甲烷国家行动计划：《联合宣言》中，我国表示将“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1）考虑到我

国并未加入《全球甲烷减排承诺》，我们认为我国对甲烷减排的短期政策取向可能是“重要但不紧急”的，甲烷减排相

关产业链将受到长期而相对较缓的政策支持。2）甲烷排放三大来源分别为能源、农业与废弃物，其中，农业减排涉及

土地的产权和使用等复杂议题，而废弃物的排放量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的甲烷减排政策或将以能源行业为主。3）利好

产业链包括：①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甲烷排放监测及数据统计相关产业链，如传感器组件、车载工作站、无人机、卫星等；

②油气、煤炭甲烷逃逸及常规排放抑制相关产业链，如机械设备中的气动泵、电动马达、仪表、风系统等；③捕捉后再

利用及天然气产业链等；④精准灌溉产业链等。 

第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实施的电力政策合作：《联合宣言》提出，中美两国将在未来十年于输电、分布式发电及减

少电力能源效率方面展开合作，这意味着基于特高压技术及风电光伏零部件制造技术领先优势，我国相关产业链或将具

有更为广阔的技术出口前景。 

第三，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合作：《联合宣言》提出，中美将在推动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的鼓励性政策方

面进行合作。我们认为两条产业链将具有潜在的政策红利，一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相关产业链，其中车企主导充电桩产

业链及政策性充电桩产业链（国网系）更为受益；二是绿色建筑相关产业链，或有望受益于其在政策推动下对高排放材

料的加速取代。 

风险提示：1）COP26不及预期或超预期，各国双碳目标被迫修改；2）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我国被迫减缓减排进程，

产业预测不及预期；3）碳捕捉及储存技术超预期突破，减排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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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1月 10日，中美于格拉斯哥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 21世纪 20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采取强化的气候行动，有效应对气

候危机。 

总览：1）《联合宣言》主旨为：在 2020-2030 年间，通过中美各自、共同及与其它国家合作，加快向全球净零经济转

型。《联合宣言》是 2021年 4月双方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进化版，覆盖了更多领域，内容更加细化，

同时将合作对象自中美之间扩展至中美与其它各方之间。2）中美将在未来十年展开多方面合作：①框架层面，中美将

在减排法规及环境标准设立、能源转型社会效益最大化、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及电气化鼓励性政策、循环经济及技术部署

利用方面展开合作；②重点气体层面，中美将共同强化甲烷监测、管控及减排措施的交流、制定及行动，同时将共同通

过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及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③外部影响层面，中美将回顾对终止对国际“非减煤电（Unabated 

Coal Power，即未通过各类技术降低碳排放的煤电设施）”支持的承诺，并将有效执行各自关于禁止非法进口的法律，

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毁林；④机制层面，中美计划建立“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定期举行会议以应

对气候危机并推动多边进程。3）《联合宣言》并未对我国形成新的硬性约束，在甲烷及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目标上，我国

并未给出硬性指标，减排进程仍相对自主。 

我们认为，《联合声明》中的以下几项内容值得关注： 

1）甲烷国家行动计划：《联合宣言》中，中国表示将“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以“争取在 21世

纪 20 年代取得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的显著效果”。 

 政策取向：短期内甲烷减排或为“重要但不紧急”的。我国并未加入美国及欧盟在 COP26 期间提出的《全球

甲烷减排承诺》，甲烷国家行动计划的当前表述也尚未构成硬性约束，因而我们认为该计划的提出实际表示我国

对甲烷排放的重视程度提升，但对甲烷减排的取向或为“重要但不紧急”的，甲烷减排相关产业将进入长期但

相对缓慢的发展节奏。 

 我国甲烷排放现状：能源部门是最重要排放源。全球看，甲烷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农业及废弃物三大部门1，其

中，能源部门甲烷排放主要来自油气生产、运输及使用等过程中发生的逃逸，以及煤炭开采过程中发生的煤层

气逃逸等；农业部门甲烷排放则主要来自反刍动物及农田产生的排放；废弃物部门则主要来自垃圾填埋等。就

我国而言，能源及农业两大部门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中农业部门排放总量相对稳定，而能源部门排放量

占比最大且长期增长，截至 2018 年，二者甲烷排放量占比分别达到 59.71%及 26.75%。 

图表1 能源部门是我国甲烷排放总量及增量的主要来源 

 

资料来源：WB，平安证券研究所 

                                                 

1 欧盟甲烷战略，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504-EU-methane-strategy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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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甲烷减排或将以能源部门为主：甲烷三大排放来源中，农业部门减排涉及到土地产权使用等复杂议题，而

废弃物排放量相对较低，叠加甲烷本身是天然气等低排放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再利用价值，因此我们认

为，我国甲烷减排政策或将以能源行业为主。 

 甲烷减排的机遇：监测、防泄漏为短期发展方向。第一，排放监测及数据统计是减排的基础，而当前我国乃至

全球甲烷排放监测及数据统计尚不完善，因此《联合宣言》关于甲烷的首要合作项即为甲烷排放测量，未来相

关产业链或将迎来机遇，包括小范围排放测量设备、传感器组件、车载工作站、无人机、卫星使用等。第二，

针对能源部门中的油气及煤炭行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甲烷逃逸（IEA测算 2020年逃逸排放占我国油气

行业甲烷排放的约 35%）及常规排放比例数量等。二者可以通过相关设备更新、强化检修服务等手段实现，这

意味着未来机械设备中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空间或将扩张，如气动泵、电动马达、仪表、风系统等；此外，泄露

监测配套及修复（LDAR）技术同样可能迎来较大市场。第三，针对能源部门中的天然气行业，由于甲烷本身

是天然气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逃逸再捕获及减少的常规排放有望成为天然气的生产原料，则捕获技术及天然

气生产产业链有望受益。第四，针对农业部门，我国或将减少大规模灌溉，精准灌溉技术相关产业有望获得政

策支持。 

图表4 油气相关甲烷排放监测手段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 全球甲烷排放三大来源（2020，Mt） 

 

图表3 重点关注油气行业甲烷逃逸（Kt） 

 

资料来源：IEA，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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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实施的电力政策合作：《联合宣言》提出，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美两国将在未来十年于输

电、分布式发电及减少电力能源效率方面展开合作。我们认为，未来至少有两条产业链显著受益。 

 一是基于我国特高压技术领先所带来的技术出口及相关设备出口可能，包括直流特高压设备（如换流站等）以

及交流特高压相关设备（如交流变压器、GIS 等）。 

 二是基于我国光伏设备零部件制造技术领先优势所带来的相关商品出口可能，尤其是分布式光伏设备零部件制

造商等。 

3）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合作：《联合宣言》提出，中美将在推动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的鼓励性政策方面进

行合作。我们认为，终端用户脱碳及电气化至少显示两条产业链将具有潜在的政策红利。 

 一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相关产业链，包括充电桩制造商、充电桩运营商等，2021年“十一”期间新能源汽车充

电困难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终端脱碳及电气化带来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充电桩产业链将可能受到政

策引导或推动，其中车企主导充电桩产业链及政策性充电桩产业链（国网系）有望基于体量优势更有望受益于

政策影响。 

 二是绿色建筑相关产业链，商业建筑及住宅同样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2019年美国商业建筑及住宅的温

室气体排放占其总排放量的 13%，除使用化石燃料取暖等因素外，使用含温室气体的材料同样是建筑排放的重

要原因，因此绿色建筑材料或有望收益于其在政策推动下对高排放材料的加速取代。 

4）其它内容：包括中美将在部署和应用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如碳捕集、利用、封存和直接空气捕集等；两国计划在 2025

年通报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等。 

风险提示：1）COP26不及预期或超预期，各国双碳目标被迫修改；2）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我国被迫减缓减排进程，

产业预测不及预期；3）碳捕捉及储存技术超预期突破，减排需求下降。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