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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一世纪全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政府对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明确的共识，世界各国应采取措施减排温室

气体以减缓气候变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即在特定时期全

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与消除实现净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
举措。

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年前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年内实现碳
达峰到碳中和（“双碳”），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郑重

承诺，也是中国面向“零碳经济”时代，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持续

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战略部署。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的《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

究报告》，2019年我国碳排放（含土地利用和林业部门碳汇）约

105亿吨(不含土地利用和林业部门碳汇为112亿吨)，其中能源活动
碳排放约98亿吨，占全社会碳排放（不含土地利用和林业部门碳汇）

比重约87％。在未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带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大

背景下，高碳化能源结构应如何转型？中国能源行业应如何应对
“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本报告旨在探讨双碳背景下中国能源行业转型之路。



碳排放现状

“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推进绿色
低碳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取得了突出成效。根据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于2020年12月21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

书，2019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1%，提前完成了我国
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前降低40%-45%的目标。2020年我国全社

会碳排放约106亿吨，其中电力行业碳排放约46亿吨, 工业领域碳排

放约43亿吨。实现双碳目标, 电力行业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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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EADs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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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50亿吨标

准煤, 其中碳强度最大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 相比之下,

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不包含天然气消

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16%。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预计到2030年，我国一次

能源需求将增长至60亿吨标准煤。实现碳达峰目标和实现碳中和目
标，必须从能源结构转型入手，对中国能源行业未来发展将带来重

大影响。双碳背景下中国能源行业转型之路亟需多重助力。下文我

们将从技术助力、金融助力及政策助力三个角度探讨双碳背景下中
国能源行业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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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2030年全社会碳排
放量目标为

102亿吨

2030年能源活动碳
排放目标为

97亿吨

现状

93亿吨 105亿吨 106亿吨

2015年 2019年 2020年

没有“双碳”场景

121亿吨 95亿吨

2030年 2060年

“双碳”目标

102亿吨 净零排放

2030年 2060年

指标

全社会碳排放量

2015年 2019年 2020年 2030年 2030年 2060年

一次能源消耗量
（折合标准煤）

43亿吨 49亿吨 50亿吨 62亿吨 60亿吨 59亿吨

2015年 2019年 2020年 2030年 2060年

清洁能源消费1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18% 23% 24% 41% 90%

1 包含天然气消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

2030年能源消费总
量达到

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结构

单位：亿吨标准煤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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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洁替代技术

根据《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在双碳背景下，中国
一次能源消费总量2028年、2030年分别达到59亿、60亿吨标

准煤，年均增速2%。2019年，从能源活动领域来看，我国能源

生产碳排放占能源活动碳排放的47%。为实现能源生产领域减
碳, 必须加快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在一次能

源总用量的比例。

2030年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目标为

60亿吨

标准煤

数据来源：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

我国2020-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单位：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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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洁替代技术

截至2020年底,我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2.0亿千瓦，同比增长9.6%。

其中，分类型看，化石能源发电12.5亿千瓦、水电3.7亿千瓦、并网
风电2.8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5亿千瓦、核电4,989万千瓦。化

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中，煤电装机10.8亿千瓦、气电1.0亿千瓦。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容量的43%。

为了实现203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到2030年我国电源装机总

量将增长至38亿千瓦，清洁能源(包含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

电和生物质及其他发电)装机占比将达到68%。未来十年清洁能源装机
将增加约16亿千瓦，2020年到2030年复合增长率10.5%。

2030年装机总量增
长至

38亿千瓦

其中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

68%
装机总量年复合
增长率

10.5%

我国2020-2030年电源装机结构

单位：亿千瓦

数据来源：中电联、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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