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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
话：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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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 目标提出

习近平在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发表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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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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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将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提出与新达峰目标相衔接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并作为约束
性指标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生态环境部研究制订《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明确地方和重点行业的
达峰目标路线图、行动方案，在“十四五”、“十五五”推进实施，生态环境部将推动把达峰行动纳入中央环保督察。



碳减排和碳中和的措施（美国能源基金会）

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整体框架



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序号 内容

1 煤炭无害化开采技术创新
2 非常规油气和深层、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创

新
3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创新
4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创新
5 先进核能技术创新
6 乏燃料后处理与高放废物安全处理处置技

术创新
7 高效太阳能利用技术创新
8 大型风电技术创新
9 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

10 生物质、海洋、地热能利用技术创新
11 高效燃气轮机技术创新
12 先进储能技术创新
13 现代电网关键技术创新
14 能源互联网技术创新
15 节能与能效提升技术创新

十五项能源技术创新重点任务(2016-2030年)

围绕二氧化碳峰值目标提供低
碳能源技术支撑。
我我国对世界 承诺，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20%左右、二氧化 碳排
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
取早日实现。在可再生领域，
要 重点发展更高效率、更低成
本、更灵活的风能、太阳能利
用技术， 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
制氢、供热等技术。在核能领
域，要重点发展三代、四代核
电，先进核燃料及循环 6 利用，
小型堆等技术，探索研发可控
核聚变技术。在二氧化碳封存 
利用领域，要重点发展驱油驱
气、微藻制油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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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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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清洁高效分级转化
利用技术及工业示范 10 甲醇为原甲醇转化制亚

硝酸甲酯成套关键技术 19 太阳能集热储热多能互补
零碳供热 28 100MW先进压缩空气

储能技术研发与示范
钴基费托合成关键技术

与工业示范 11 甲醇转化制亚硝酸甲酯
成套关键技术 20 可再生能源交直流混合供

电 29 分布式储能技术及应用示
范

合成气制混合醇联产柴
油万吨/年级工业示范 12 煤基非光气清洁合成异

氰酸酯关键技术与示范 21 规模化生物燃气分布式能
源系统 30 超高温熔盐传蓄热技术与

示范
煤基合成气直接转化制

烯烃 13 基于多尺度超级计算的洁
净能源领域虚拟工 22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制备生物

航油及化学品多联产 31 高温电解制氢技术与应用

费托合成尾气芳构化关
键技术研发 14 燃煤工业锅炉高效低氮

燃烧技术与示范 23 秸秆糖催化转化制二元醇关
键技术示范 32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关键

技术
煤经合成气直接制烯烃

浆态床技术研发 15 民用燃气低氮燃烧关键
技术与示范 24 生物质乙醇联产热电高效综

合利用技术及工业示范 33 SPE电解水与氢燃料电
池技术研究及示范

50万吨/年甲醇制乙醇技
术 16 燃煤水泥窑炉低NOx燃

烧关键技术与示范 25
城镇化区域生物天然气综合
利用与分布式供能工业化示

范
34 二氧化碳加氢制液体燃

料关键技术研究

新一代甲醇制烯烃技术 17 散煤低NOx解耦燃烧技
术与示范 26 高效率低成本太阳电池器件

及其关键材料研究 35 甲醇燃料电池电动车动
力电源关键技术

甲醇甲苯制对二甲苯联
产烯烃流化床技术 18 多能源系统的综合设计

与集成管控 27 100MW级全钒液流电池
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36 专项总体与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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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中科院的行动）



从政策驱动来看，全球多国通过颁布政策或立法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站在能源转型的机遇期，多国亦制定发展新兴技术和产业的战略规划，其中，
绿色发展和数字技术是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



如何出台政策推动低碳技术从研发到规模化商业应用

一、充分认识能源发展规律

二、充分认识技术转移的一般规律

三、坚持政府引导为主

四、注重发挥市场机制

五、辅助以社会慈善调节

六、新型信息技术推动低碳技术应用进程



充分认识能源发展规律

一、能源具有投资大，关联多、周期长、管性强、排他性规律

二、能源是经济资源、更是战略政治经济、只靠引进，会影响国家能源安全

三、节能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也很重要

四、清洁能源应包括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

五、碳中和背景下尤其要重视多学科融合

六、可再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



碳达峰、碳中和促进学科融合



Modified based on BP (2014): Materials critical to the energy indust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解决电力转型物质流和废弃物问题



充分认识技术创新扩散的规律



坚持政府引导为主

一、顶层规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论”、3060目标的提出、组织保障

二、部门行动：



央行
重点工作

• 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
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重点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

•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
化因素。

•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
战。

•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

实现“30•60”目标的
资金需求

百万亿

坚持政府引导为主



三大功能五大支柱

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
披露要求

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
市场体系

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
作空间

五大支柱

如何定性、如何量化

如何管理、如何信披

正负外部性内部化

市场化

引入境外资金



绿色金融服务碳中和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在绿色金
融发展方面，我们考虑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 一是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做到位，逐步开
展碳核算。

• 二是以信息披露为基础，强化约束机制。

• 三是发挥市场作用。

• 四是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创设直达实体
经济的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



坚持政府引导为主

二、气候投融资试点



坚持政府引导为主

三、积极的产业政策：

太阳能-
电动车-
氢能-
分布式光伏整县开发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一、推动上市公司开展ESG评级，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者评价体系

二、碳市场：绿色金融市场的基石

三、碳中和债券发行：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四、绿色金融市场要素：配比不同类似项目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碳交易与碳税的选择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碳资产的正向激励作用



社会慈善调节

一、碳普惠行为

二、慈善基金：抵扣税务

三、地方政府扶贫行为：地方政府碳中和任务考核与指标调剂



新型信息技术推动低碳技术落地+商业模式创新

1、人工智能

2、大数据

3、区块链



举例：区块链碳中和云

区块链碳中和云平台

碳
回
收
数
据

服务接入

政策支持、监督管
理、购买服务

政府

社区

校园

碳回收数据
采集终端

应用
场景

企业公众 碳
资
产
交
易

CC
ER
交
易

碳交易所

绿色消费

碳
普
惠
账
户



区块链+绿色供应链管理

       基于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使到数 据 上 链 ，通 过 与 生 活 快 消 品 企 业 进 行 合 作 ， 用精准的

“消费者奖励”（反向押金制度） ， 达 到 为 品 牌 企 业 带 来 直 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 生 产 商 向消费

者支付 回 收 奖 励 ， 从 经 济 效 益 上 真 正 促 进 了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设。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Thanks
请各位专家提出宝贵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