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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对中国能源和经济的影响
* 

 

 

当前，全球低碳经济蓬勃发展，尽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与行动，全球约有 130 个国家将在 21 世纪中叶达成碳中和作为低碳转型目标。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宣布“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并承诺“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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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十四五”期间，将 “单

位 GDP 能源消耗累计降低 13.5%，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 18%” 作为约束性减排

目标。作为一个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偏煤、能源效率偏低、油气供应风险偏高的发展中

大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实施，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系统构成全面深远的影响，甚

至是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冲击。 

碳减排是双碳目标的基础性实现路径，而碳封存、碳捕捉和森林碳汇等起辅助性作用。

从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角度看，碳减排的途径理论上主要有三条：一是调整经济结构，降低

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提高能源强度较小的服务业和轻工业的比重；

二是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碳含量高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零碳的可再生

能源以及低碳的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三是通过科技手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

少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的浪费。 

 

*本文发表于《煤炭经济研究》，202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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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存在明显劣势，在推进双碳

目标上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体现在：一是碳减排任务艰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碳排放国，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1.6 倍。2019 年，中国碳放量占全球的 28.8%，

接近排名第 2 至第 5 位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四国的总和，远高于约 18%的人口和

GDP 的份额，且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已超过英国、法国等一些欧盟国家。二是碳达峰向碳

中和过渡的时间短。发达国家已实现自然碳达峰，向碳中和过渡的时间有四五十年，而中国

尚未碳达峰，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人均碳消费需求仍维持增长，向碳中和过渡的时间仅有

三十年，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任务繁重；三是制造业比重将维持稳定，不会过早去工

业化，能源强度下降空间受到制约。发达国家已实现高度服务化，能源强度已明显下降，但

中国目前刚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发展和追赶任务繁重，中国可优化经济结构，淘汰

钢铁、水泥、玻璃等过剩行业部分产能，降低工业经济的比重，但制造业是立国之基，其在

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宜维持稳定。四是能源转型面临资源禀赋瓶颈制约。目前，煤炭在中国一

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高达 60%，非化石能源占比仅 15%，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高度依赖

进口，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居高不下，水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发展空间受限，光伏发电和风电

发展势头虽迅猛但占比太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煤炭仍将扮演兜底保障的功能。 

    电力行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的进程将会加快，电气化时代会

加速到来。这对中国电力系统而言，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巨大的挑战和紧迫的任务。

电力行业是中国最主要的碳排放部门，且一煤独大的特点突出。2020 年，中国电力行业碳

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37%；煤电发电量占比 60.8%，而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仅 9.6%。

目前，电力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有：一是如何在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就业稳定和尽量减少前

期投资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推进中国现役的 1000 多座燃煤电厂的退役；二是如何

处理风电光伏在未来大量并网和消纳后给电力系统安全带来的冲击；三是可再生能源大发展

将会推动铜、锂等金属需求出现长期结构性增长，且金属矿石资源供应垄断程度高于油气，

从而，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焦点可能由油气转移至铜、锂等金属上，从而如何维护重要金属供

应稳定将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 

   双碳目标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国内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中国是世界工厂和

第一制造业大国，约进口了全球一半的金属矿石资源。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2018 年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达 4 万亿美元，分别远超美国的 2.3 万亿美元、日本的 1 万亿美元、德国的 8000

亿美元，约相当于这三个老牌工业强国的总和。客观地看，中国制造业之所以取得如今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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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工厂的地位，固然与高素质且低成本的劳动力、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和产业集聚的优势相

关，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未将生态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双碳目标虽会增加中国制造业的

环保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但也会引导国内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的步伐，从长远看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中国是可再生能源制造业

大国，拥有全球 70%的光伏产能和 40%的风电产能，全球双碳目标将为中国的光伏发电和

风电设备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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