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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
潜力与挑战

田慧芳

【内容提要】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机制一直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构建双

边和多边伙伴关系的关键工具ꎮ 随着中欧双边关系的长期磨合和日渐成熟ꎬ
气候议题逐渐进入双方合作的核心舞台ꎬ经历了对话机制不断升级、合作范

围不断扩大、伙伴关系日益深入的过程ꎮ ２０２０ 年前后欧盟和中国相继作出碳

中和承诺ꎬ极大鼓舞了全球的气候行动ꎬ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进入新常态ꎬ也给

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ꎮ 中欧在能源转型、能源效率、清洁能源和技

术、低碳交通、低碳城市、循环经济、碳市场、绿色金融、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

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ꎮ 但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全球低碳和数字技术的激

烈竞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都影响中欧气

候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ꎮ 中欧双方需要秉持«巴黎协定»精神ꎬ共同推动建立基

于规则的国际气候新秩序ꎬ并充分发挥既有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ꎬ加强各

层级的沟通与务实合作ꎬ使气候合作免受政治干扰ꎬ充分激发合作潜力ꎬ创造

碳中和机遇下的双赢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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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战略

性大宗商品供应安全问题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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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机制一直是中国与欧盟等发达国家构建双边和多

边伙伴关系的关键工具ꎮ 中欧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ꎬ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重要参与者ꎬ也是坚定的气候变化合作伙伴ꎬ尤其随着气候变化问题从国

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舞台ꎬ中欧在能源安全与转型、环境保

护、气候变化、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ꎬ为全球环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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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给所有

人一个清洁星球———一份欧盟对于建设繁荣、现代、有竞争力的气候中性经

济体的长期战略愿景»ꎬ首次提出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气候中性的目标ꎮ ２０２０ 年中

国领导人也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在 ２０６０ 年前后实现碳中和的政

策宣誓ꎮ 欧盟和中国相继公布碳中和时间表ꎬ极大鼓舞了全球的气候行动ꎬ
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进入新常态ꎬ也给双方深化气候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ꎮ

一　 中欧气候合作的历史演进

中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接触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随着中国和欧盟

两大国际力量双边关系的长期磨合和日渐成熟ꎬ气候议题逐渐进入双方合作

的核心舞台ꎬ经历了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伙伴关系日益深入的过程ꎮ
(一)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４ 年:中欧气候对话探索和建设阶段

这一时期中欧双边合作的主要支柱仍然是贸易ꎬ但国际气候谈判议程的

启动给中欧开展气候合作提供了契机ꎮ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围绕三

个关键问题与欧美国家展开了气候对话: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

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ꎬ最终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成为双轨制气候谈判的核心原则ꎮ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缔约方ꎬ中欧在随后的气候谈判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双边层面ꎬ欧
盟支持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前进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ꎬ加强了与中国在教

育、科技、能源、农业、民航、法律和人权等领域的对话①ꎮ １９９４ 年中欧首个能

源对话机制建立ꎬ１９９９ 年又启动环境政策对话ꎬ双方在能源安全、清洁煤、环
境保护领域的合作逐渐展开ꎮ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中欧环境对话机制不断升级ꎮ ２００３ 年欧盟发

布«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挑战»战略文件ꎬ呼吁加强环

境和能源方面的政策对话和项目合作ꎮ 作为回应ꎬ中国发布«中国对欧盟政

策文件»ꎬ提出启动中欧环境部长对话机制ꎬ加强与欧盟在环境立法与管理、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的合作ꎮ 上述两份战略文件发布后不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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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的中欧峰会将中欧关系定义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特别强调要加

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０３ 年中欧环境对话升级为部长级对话机制ꎬ讨
论主题扩展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国际环境治理、污染控制和管理、生物多样

性保护、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和管理等ꎮ 中欧还在能源效率、环境管理和政策

制定等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ꎬ包括中欧环境管理项目和中欧汽车尾气污染控

制项目等ꎮ 中欧核能合作也在 ２００４ 年正式开始ꎮ
(二)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战略合作和成熟的伙伴关系构建时期

中欧在这一阶段正式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ꎬ并逐步形成多层级的对话合

作机制ꎬ合作领域也更加多元化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中欧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发表

«气候变化联合宣言»ꎬ中欧开始启动六大关键领域的合作:能源效率、节能、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ꎻ清洁煤ꎻ甲烷回收和利用ꎻ碳捕集和封存ꎻ氢能和燃料电池ꎻ
发电和电力传输ꎮ ２００６ 年的中欧峰会把中欧可持续发展合作定位升级为战略

性合作ꎬ其中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是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推动

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实施也是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的另一项任务ꎮ ２００６
年欧盟投入 ２８０ 万欧元ꎬ启动了一项为期 ３ 年(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的清洁发展机制

联合项目ꎮ ２００７ 年欧盟又通过欧洲投资银行与中国签署 ５ 亿欧元框架贷款协

议(ＣＣＣＦＬ)ꎬ支持中国气候减缓、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植树造林等 １０ 个项

目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年底ꎬ中国从欧盟引进了大约 ３ 万个清洁技术项目ꎬ其中风

能、光伏和核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ꎮ 中欧还发起建立中欧清洁能源中心倡

议ꎬ重点加强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合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欧发布的«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同意建立气候

变化部长级对话机制ꎬ使中欧气候合作进一步升级ꎮ ２０１３ 年中欧发布«中欧

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ꎬ对双方的长期合作进行了部署ꎬ其中能源和气候领域

的重点合作包括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低碳能源技术、核能、碳排放交易、低
碳城市、循环经济、民航业节能减排等ꎮ 这一时期中欧在国际气候治理舞台

上的合作也不断深化ꎬ共同支持了“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以及在

德班平台上就«巴黎协定»的文本草案进行的谈判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中欧再

度发表«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ꎬ为年底«巴黎协定»的达成提供政治支持ꎮ
声明还强调中欧要加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二十国集团、蒙特利尔议定

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相关机制方面的气候对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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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中欧能源、环境、气候合作的重要对话与成果

能源领域

年份 机制 /官方文件 主要内容

从 １９９４
年起

欧盟和中国举行年度部长级能源对
话ꎬ１９９７ 年建立能源工作组会议机制

围绕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转
型、能源创新四个领域

２００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和平利用核能研发合作协定»

制定核裂变、核安保、核聚变、核安全
四个分委会的议事规则ꎬ开展项目
合作

２００５ 第八次中欧领导人会晤ꎬ签署«中国—
欧盟能源交通战略对话谅解备忘录»

加强中欧在能源、基础设施、交通、航
空领域的合作

２００９
签署«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财政协议»和
«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ꎻ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中欧清洁能源中心正式揭牌

在核能、氢能、燃料电池、生物燃料、风
电、洁净煤、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技术合作

２０１１ 第五次中欧能源对话
可再生能源、核能、能效、电网标准、清
洁煤的技术标准

２０１２

中欧高层能源会议ꎬ签署«中欧城镇化
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和«中国国家电
力监管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促进
电力市场相关合作的联合声明»

建立中欧能源消费国战略伙伴关系ꎬ
加强能源安全、科技、城镇化合作ꎻ
电力合作包括: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
标准、能效与需求侧管理、价格监管、
市场准入

２０１３ 第六次中欧能源对话会后签署«中欧
能源安全联合声明»

加强在全球能源治理、核能、能效、可
再生能源、低碳城市、能源基础设施、
环保标准等领域的合作

环境和气候合作领域

年份 机制 /官方文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０３ 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已召开 ８ 次

２００５
发布«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中欧
清洁煤炭行动计划» «中欧能效和可
再生能源产业合作行动计划»

建立了中欧气候伙伴关系ꎬ加强清洁
煤、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

２００６ 启动欧盟—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促进
项目

总资助额达 ２３０ 万欧元ꎬ项目为期 ３
年(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７ «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进一步加大技术开发与转让等方面的
双边合作力度

２００７ 签署«中欧环境治理项目财政协议» 欧盟出资 １ ５００ 万欧元ꎬ为期 ５ 年ꎬ支
持中国的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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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环境和气候合作领域

年份 机制 /官方文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发布«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
声明»ꎬ建立部长级气候变化对话机制
和部长级气候变化热线

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关键问题、
各自国内政策和措施以及气候变化具
体合作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交换意见

２０１１ 发布«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中欧环境治理计
划»ꎬ建立中欧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

支持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目标实现

２０１５ «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筹备巴黎气候大会(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巴黎协定» 中欧都是«巴黎协定»缔约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官网、中国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改委等网站的文件整理ꎮ

(三)２０１６ 年至今:中欧气候合作走向复杂化

这一阶段中欧关系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和成熟度ꎬ«巴黎协定»
的生效也推动中欧气候合作走向新阶段ꎬ但同时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

势又给中欧合作增添了许多变数ꎮ 复杂化指利益的冲突与竞争、制度的差异

与磨合、理念的分歧与融合使得中欧合作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ꎮ 一方面ꎬ中
国持续推动清洁能源及技术行业供给侧改革ꎬ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等战略加快了低碳发展步伐ꎬ清洁能源行业迅速成长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太阳能集热面积保有量、并网风电装机

容量、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均为世界首位ꎬ清洁能源技术也逐渐从弱到

强①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实力的变化使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开始摇摆不定ꎮ ２０１６
年欧盟在其«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强调欧盟是中国“改革的伙伴”ꎬ但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欧盟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又给予中国多重身份定

位②:“紧密协调目标的伙伴国家”“平衡利益的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制
度竞争对手”ꎮ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逆转给中欧深化双边合

作提供了空间ꎮ 中欧以中欧环境政策部长对话、中欧部长级气候变化对话等

—２８—

①

②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ꎬ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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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ｕ － ｃｈｉｎ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１ － ２２ － ｍａｒｃｈ － ２０１９＿ｅｎ



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潜力与挑战

机制为主要平台ꎬ加大在污染治理、绿色增长、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多领域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中欧领导人发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并制

定行动计划ꎬ明确双方在碳减排、碳市场、低碳城市、碳捕集和封存、航空和海

运减排以及氢氟碳化合物(ＨＦＣ)等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的中欧气候对

话机制从部长级上升到副总理级层面并建立了中欧绿色伙伴关系ꎬ为中欧环

境气候合作增添了新动力ꎮ
但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欧合作蒙上阴影ꎮ 中国对发展中国

家抗疫的影响力、欧洲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中国在抗疫同时仍然维持的技

术研发与产业升级的迅猛势头、欧洲对华出口和投资的持续疲软ꎬ使欧洲政

治精英对中国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ꎬ部分欧盟的政治家甚至滋生借助

美国来制衡中国的想法ꎮ 特别是随着拜登执政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ꎬ
欧盟通过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七国集团、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

平台加强了与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统一战线ꎬ又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敦促其

他国家提升气候雄心ꎬ中欧气候合作出现新的挑战ꎮ

表 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中欧能源、环境、气候合作的重要对话与成果

能源领域

年份 机制 /官方文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 «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推动双方在能源安全、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和市场透明度建设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２０１７
第七次中欧能源对话ꎬ会后签署«落实
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工作计划(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探讨可再生能源、能效、核电、电动汽
车、全球能源互联网、能源投资等问题

２０１９ 第八次中欧能源对话ꎬ会后签署«关于
落实中欧能源合作联合声明»

讨论能源政策与市场改革、能源转型、
多边框架内能源合作及中欧能源合作
平台建设等议题

２０１９ 正式启动中欧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项目
(ＥＣＥＣＰ)ꎬ执行期为 ３ 年

围绕能源系统、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
和创新实体四大领域开展合作ꎬ欧盟
提供 ３５０ 万欧元经费

２０２０ 第九次中欧能源对话
探讨清洁能源、欧洲绿色协议、中国清
洁能源发展措施以及第三国绿色能源
投资等

２０２２ 第十次中欧能源对话
讨论能源安全、绿色能源转型和电力
市场改革等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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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气候合作领域

年份 机制 /官方文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７ 加拿大、中国、欧盟共同发起气候行动
部长级会议

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气候行动措
施等问题进行讨论ꎬ目前已召开 ５ 届

２０１７ 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
划的对接ꎻ加强低碳和智能交通等领
域合作

２０１８ 签署«中欧循环经济合作备忘录»
建立循环经济高级别政策对话ꎬ围绕
循环经济政策协调、制度创新、最佳实
践、投融资等开展合作

２０１８
发布«中欧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和清
洁能源的联合声明»ꎬ签署«加强排放
权交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推进«巴黎协定»的实施ꎬ加强双方在
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政治、技
术、经济和科学合作ꎻ为中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测试阶段提供详细技术支持

２０１９ 签署«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
声明» 推动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的实施

２０２０ 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
中欧气候合作由部级层面上升至副总
理级层面

２０２１ 首次中欧环境与气候副总理级对话
就中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欧洲“绿色新政”、中欧气候与生物多
样性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２０２１ 第二次总理级中欧环境与气候对话
就中欧气候政策、如何实现更高层次
的合作、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的议题等进行交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官网、中国生态环境部和外交部等网站的文件整理ꎮ

二　 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潜力与重点领域分析

中欧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ꎮ 欧盟的历史温室气体累计排放占到

全球的 ２５％左右ꎬ２０２１ 年的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１０％ 左右ꎬ其中 ２８％ 来

自交通运输ꎬ２６％ 来自工业ꎬ２３％ 来自电力ꎬ１３％ 来自建筑ꎬ１３％ 来自农业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的 ３０％ 左右ꎬ其中电力和热力贡献

５１ ４％ ꎬ工业、交通运输分别贡献 ２７ ９％ 和 ９ ７％ ꎮ 疫情前后欧盟和中国相

继作出碳中和承诺ꎬ并陆续出台各自面向碳中和的战略愿景、战略重点和政

策工具ꎮ
—４８—



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潜力与挑战

(一)中欧碳中和战略的趋同性比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为欧盟走上绿色转型道路最

终实现碳中和提供了一揽子方案①ꎬ从雄心勃勃地减少排放ꎬ到投资尖端研

究和创新ꎬ再到保护欧洲的自然环境ꎮ 作为实现碳中和的中间步骤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欧盟通过«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计划»ꎬ将 ２０３０ 年的减排目标从之前承诺

的 ４０％增至 ５５％ ꎬ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一揽子计划②ꎬ使欧盟的

气候、能源、交通和财税政策与 ５５％ 的减排目标相适配ꎮ 特别是“下一代欧

盟复苏计划”的 １ ８ 万亿欧元投资的 １ / ３ 以及欧盟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 ７ 年预算

框架为 ２０３０ 年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ꎮ

表 ３ 欧盟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战略部署及 ２０３０ 年气候行动计划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战略部署 实现 ２０３０ 年减排 ５５％的一揽子计划

 最大限度提高能源效率ꎬ包括
零排放建筑
 最大限度部署可再生能源电
力ꎬ使欧洲能源完全脱碳
 促进能源系统的电气化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互联体系
 推出无碳、互联和自动化的道
路交通出行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欧盟产业和
循环经济
 开发智能高效互联的基础设施
 促进可持续的生物经济发展ꎬ
创造必要碳汇
 通过碳捕集和封存解决剩余的
碳排放
 零碳技术研究、创新和部署
 动员和引导可持续金融和投
资ꎬ投资绿色基础设施

立法举措
 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扩展到航运ꎬ并建立单
独的道路运输和建筑排放交易体系
 更新成员国减排目标
 加强农林部门的贡献ꎬ到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净
清除量至少为 ３ １ 亿吨碳当量
 修订汽车和货车碳排放标准ꎬ２０３５ 年起所销售
车辆 １００％零排放
 到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从之前的 ３２％ 增
至 ４０％
 能源效率从 ３２ ５％增至 ３６％ ꎬ一次能源消耗增
至 ３９％
 修订能源税指令ꎬ更新能源产品的范围和税率
结构
 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ꎬ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并行运作
 修订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指令ꎬ加速充电桩等的
建设
 促进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开发
 促进船舶使用更环保的燃料

—５８—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ꎬ Ｔｈｅ ＥＵ '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ｆｉｔ － ｆｏｒ － ５５ － ｔｈｅ － ｅｕ －
ｐｌａｎ － ｆｏｒ － ａ － ｇｒｅｅｎ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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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战略部署 实现 ２０３０ 年减排 ５５％的一揽子计划

 设立社会气候基金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和
投资
 修订建筑能源性能指令
 减少能源部门的甲烷排放
 第三次天然气能源计划的修订
开展气候外交
 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他国际
论坛的气候议程
 与非欧盟国家开展双边合作ꎬ包括中国、印度、
南非等
 制定双边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和措施
 提供气候融资ꎬ资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努力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ｅｕ － ａｃｔ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ｅｎ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ꎬＴｈｅ
ＥＵ'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ｆｉｔ －
ｆｏｒ －５５ － ｔｈｅ － ｅｕ － ｐｌａｎ － ｆｏｒ － ａ － ｇｒｅｅｎ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宣布 ２０３０ 年实现碳达峰ꎬ２０６０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后ꎬ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见表 ４)ꎬ特别是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提交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

略»ꎬ对碳中和战略愿景、战略重点及政策导向作出详细规划①ꎮ “十四五”规
划纲要、«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②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文件围

绕 ２０３０ 年碳达峰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具体部署(见表 ５)ꎮ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以来中国主要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文件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主
要
政
策
框
架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
实施方案(发电行业)»

２０２０ １２ 生态环境部
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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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２１ １ 生态环境部
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
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工作

—６８—

①

②

«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ｚｔ /
２０２１＿ＣＯＰ / ２０２１１１ / Ｐ０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５９１１５４２６２２４３ ｐｄｆ

«国务院印发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ｄｔ /
ｓｚｙｗ / ２０２１ 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９５７８８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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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主
要
政
策
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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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２ 国务院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 环 发 展 的 经 济
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２０２１ ３ 全国人大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
查指南(试行)» ２０２１ ３ 生态环境部

规范企业排放报告核
查活动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
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
则(试行)» «碳排放权结算
管理规则(试行)»

２０２１ ５ 生态环境部
规范全国碳排放权登
记、交易、结算活动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
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
指导意见»

２０２１ ５ 生态环境部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ꎬ推进 “两高” 行业
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 ２０２１ ７ 国家发改委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
经济体系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１ ７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

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为目标ꎬ推动新型储能
快速发展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
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
的通知»

２０２１ ７ 生态环境部

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
环境影响评价ꎬ推动污
染物 和 碳 排 放 评 价
管理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
双控制度方案» ２０２１ ９ 国家发改委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
总量双控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行动»白皮书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务院
碳达峰、碳中和 “１ ＋
Ｎ”政策体系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１ １０ 中共中央、国务院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部署

«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
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家发改委等

冶金、建材、石化、化工
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
行动方案

«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相
关工作的通知»

２０２１ １０ 生态环境部
开展企业碳排放数据
质量自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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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主
要
政
策
框
架

«关于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中
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的通知» ２０２１ １０ 生态环境部

开展碳排放评价试点
工作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务院
碳达峰重大战略决策
和部署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务院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ꎬ
关键技术标准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
行方案»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家发改委等

部署了五方面共 １５ 项
重点任务

行
业
措
施

«石油和化工行业碳排放核
查技术规范» ２０２１ ９ 工信部

石油和化工行业碳排
放核查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家发改委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

«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
升级的通知»并印发«全国煤
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家发改委等 全国煤电机组改造

«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
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２０２１ １０ 国家发改委等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
板玻璃、炼油、乙烯等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
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０２１ １１ 国家发改委等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
能效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
展规划» ２０２１ ９ 农业农村部

全国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规划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
规划» ２０２１ １２ 工信部等

到 ２０２５ 年钢铁能耗下
降 ２％ ꎬ水泥能耗下降
３ ７％ ꎬ电解铝碳排放
下降 ５％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 １２ 工信部等
推动制造业绿色、数字
化转型

«“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 ２０２１ １２ 国家铁路局
降低铁路综合能耗和
污染物排放

«“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 １２ 生态环境部等

推动 １００ 个左右地级
及以上城市开展 “无
废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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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行
业
措
施

«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２０２１ １２ 国家能源局等 农村能源转型

«关于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
项目能并尽并、多发满发有
关工作的通知»

２０２１ １２ 国家能源局
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
接入

«节能增效、绿色降碳服务行
动方案» ２０２２ ４ 国家节能中心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
促进减排降碳

科
技
布
局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

２０２１ ９ 中共中央、国务院

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布局ꎬ开展新材
料、新技术、新装备攻
关ꎬ包括智能电网、储
能、氢能、低碳技术、碳
捕集和封存技术等

财
政
金
融
措
施

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
具和 ２ 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２０２１ １１ 中国人民银行
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
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
三个碳减排领域

«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
工作的通知»ꎬ配套发布«气
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 １２ 生态环境部等
启动气候投融资地方
试点申报

«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
融资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０ １０ 生态环境部等

从政策、标准、社会资
本、地方实践和国际合
作五方面推进投融资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２０２１ １ 财政部
将绿色信贷占比纳入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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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２ 国务院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
绿色交易市场机制ꎬ完
善绿色标准

«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 目 录
(２０２１ 年版)» ２０２１ ４ 中国人民银行

对绿色产业进行明确
界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
评价方案» ２０２１ ５ 中国人民银行

对绿色金融业务进行
综合评价并实施激励
约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网站发布的

文件整理ꎮ

—９８—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表 ５ 中国 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工作部署及 ２０３０ 年气候行动方案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 中国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各阶段目标
到 ２０２５ 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ꎬ重点行业能效大幅提升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
效ꎬ碳排放达峰并稳中有降
２０６０ 年ꎬ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ꎬ绿色低
碳的经济体系、能源体系全面建立ꎬ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８０％以上
战略愿景
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ꎬ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ꎬ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ꎬ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全面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ꎬ提升
绿色建筑标准ꎬ优化用能结构
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ꎬ推广节能
低碳型交通工具ꎬ引导低碳出行
加快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ꎬ最大限
度发挥农林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ꎬ优化
区域布局ꎬ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技术路径
推动节能技术进步和先进技术推广
加快提升终端用能领域电气化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ꎬ发展可再生能
源和核能技术、新能源 ＋储能技术
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生物燃料
以及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应用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和生态修复
能力建设
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健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
完善投资、绿色金融和财税价格政策
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

十大行动方案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ꎬ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ꎬ完善能源消费强度
和总量双控制度ꎬ严格控制能耗强度
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ꎬ优化产业结构ꎬ推
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行业率先
达峰
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ꎬ提升建筑能效和
用能结构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ꎬ扩大清洁能源
的应用ꎬ发展智能交通ꎬ加快绿色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ꎬ全面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
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ꎬ强化应用基础
研究ꎬ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ꎬ提高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ꎬ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绿色低碳全民行动ꎬ推广绿色低碳生活
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ꎬ分类施策、
因地制宜、上下联动ꎬ梯次有序推进碳达峰
国际合作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ꎬ全面履行«巴
黎协定»ꎬ积极参与国际航运、航空减排
谈判
开展绿色经贸、技术与金融合作ꎬ积极参
与碳定价机制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际宏
观协调
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
政策保障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推动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订ꎬ
加快制定节能标准、工程建设标准和可再
生能源标准
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绿
色电价政策和绿色金融政策体系ꎬ研究设
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
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ꎬ统筹推进
碳排放权、用能权、电力交易等市场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ｚｔ / ２０２１＿ＣＯＰ / ２０２１１１ / Ｐ０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５９１１５４２６２２４３ ｐｄｆꎻ«国务院印发‹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ｄｔ / ｓｚｙｗ / ２０２１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９５７８８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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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目标看(见表 ６ )ꎬ欧盟的绝对减排目标似乎比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减排更加严格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碳中和之路比欧盟轻松ꎮ 欧盟在 １９９０
年左右已经碳达峰ꎬ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９ 年欧盟的碳排放量下降了约 １０ 亿吨ꎬ２０３０
年要在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上再减排至少 ５５％ ꎬ意味着欧盟需要在未来 １０ 年内再削

减 １０ 亿吨ꎻ而中国仍处于碳排放上升区间ꎬ２０３０ 年前才实现碳达峰ꎮ 当前中

国的碳排放量约为欧盟的 ３ 倍ꎬ到 ２０３０ 年可能是欧盟的 ４ ~ ５ 倍ꎬ到 ２０６０ 年

实现碳中和需要用 ３０ 年的时间完成欧盟 ６０ 年完成的任务ꎬ在 ２０３０ ~ ２０６０ 年

每 １０ 年平均减少 ３０ 亿吨碳排放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３０ 年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率也

必须维持在 ３ ６％ ~４ １％ ꎮ 而美国和欧盟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碳排放强度年均降

幅仅为 ２ ３％ ꎮ 可见ꎬ中国碳中和的实现远比欧盟更艰巨和迅速ꎮ

表 ６ 欧盟和中国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气候和能源目标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５０ 年

欧
盟

能源利用
效率

１６ ７％ ２０％ 从 ３２ ５％增至 ３６％ ꎬ
一次能源消耗增至 ３９％ —

可再生
能源占比

１７ ５％ ２０％ ４０％ ~４５％ １００％

减排量
(比 １９９０ 年) ２１ ７％ ２０％ 至少 ５５％ ８０％ ~

９５％

指标
“十三五”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十四五”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６０ 年

中
国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比 ２０１５ 年
下降 １５％

比 ２０２０ 年
下降 １３ ５％ 国际先进水平

国际
先进水平

非化石
能源占比

１５ ３％ ２０％ ２５％左右 ８０％以上

碳排放强度

比 ２０１５ 年
下降 １８ ８％ ꎻ
比 ２００５ 年
下降 ４８ ４％

比 ２０２０ 年
下降 １８％ 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以上 —

减排量 — —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 碳中和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２０３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ｌ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ｌｉｍａ /
ｅｕ － ａｃｔ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２０３０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ｔａｒｇｅｔ － ｐｌａｎ＿ｅｎꎻ«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

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ｚｔ / ２０２１＿ＣＯＰ / ２０２１１１ / Ｐ０２０２１１１１０５９１
１５４２６２２４３ ｐｄｆ

从中欧长期战略看ꎬ在碳中和实施路径上存在趋同性ꎬ都计划在 ２１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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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实现碳中和ꎬ且都将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关键部门减排ꎬ增加

碳汇、创新技术、提高投资等作为长期战略的重点ꎬ致力于加快能源替代和清

洁能源部署、推动终端用能部门的清洁能源利用和减排行动、减少对高碳生

产的支持、提升能源资源效率、加快低碳技术开发等ꎮ 碳中和背后蕴藏的巨

大商机也将为中欧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ꎮ 根据不同机构的测算ꎬ中国未来

３０ 年推动低碳至零碳路径所需的总投资为 ７０ 万亿 ~ １４０ 万亿元人民币ꎬ涉
及再生资源利用、能效提升、终端消费电气化、零碳发电技术、储能、氢能和数

字化等多个领域①ꎮ
从 ２０３０ 年的气候行动计划看ꎬ由于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和气候目标的

差异ꎬ中欧的行动侧重点有所不同ꎮ 欧盟 ２０３０ 年重点是进一步提升成员

国和各行业的减排力度ꎬ包括扩展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范围、提升交通

排放标准、提高能效指标、加快清洁能源的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低碳

技术研发、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强迫非欧盟国家提升气候目标等ꎮ 而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是中国工作的重中之重ꎬ举措包括加快能源电力部门的转型步

伐ꎬ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增长ꎬ推动高耗能行业率先达峰和节能降碳增效ꎬ提
高交通、建筑部门效率和低碳能源的利用水平以及各地区因地制宜有序

达峰ꎮ
可以看出ꎬ欧盟由于拥有存在相对优势的能源电力结构、先进的基础

设施、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和熟练的人力资源ꎬ在气候行动中更关注市场

机制、能源资源效率、金融、贸易、价格机制等的作用ꎬ重视通过先进技术和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气候目标ꎬ且在技术、效率、融资和数字应用等方面

处于有利地位ꎮ 而中国首先需要克服中等收入过渡带来的挑战ꎬ其次以煤

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资金和技术瓶颈都将给

中国的气候行动带来较大压力ꎮ 但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供应商以及太

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关键清洁能源技术的最大制造商ꎬ中国又展

示了在低碳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ꎮ 因此ꎬ中欧气候关系必然呈现

合作和竞争并存的态势ꎮ
(二)中欧气候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合作潜力分析

加强国际合作是中欧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柱ꎮ 欧盟的气候外

交有三大目标:一是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ꎬ包括建立和参与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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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源市长公约、气候与能源市长区域公约、使命创新倡议、气候与清洁空气

联盟、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国家数据中心伙伴关系等ꎻ二是通过双多边机制

加强与非欧盟国家的合作ꎬ促进全球范围的气候行动ꎻ三是作为国际气候融

资的主要提供者ꎬ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ꎮ 这些目标与中国的

国际合作内容存在交叉ꎮ 参考中欧过去合作的领域和成果及«欧洲绿色协

议»对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的规划ꎬ未来双方可重点加大以下四大领域的对

话和合作ꎮ
１ 能源转型

欧盟和中国在能源方面面临类似挑战: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ꎬ都希望提

高能源安全和效率ꎻ在中东和俄罗斯有共同的能源供应商ꎻ对中亚和非洲的

资源进口依赖度较高ꎮ 能源合作一直是中欧气候合作的重点ꎬ涉及化石能

源、可再生能源、能效、电力、清洁煤和天然气发电、能源监管等多方面(见表

７)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欧盟发布«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

行动»ꎬ力图在 ２０３０ 年以前实现能源独立ꎬ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ꎮ 其路

径有两条:一是增加俄罗斯之外供应方的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进口ꎬ
同时增加对生物甲烷和可再生氢的进口ꎻ二是提高能效、加快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及电气化水平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中国和欧盟可以加强能源安全保障、全
球能源治理方面的对话ꎬ同时拓展在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能源资源效率方面

的合作潜力ꎮ

表 ７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中欧能源合作的主要内容

目
标

加强能源合作的互信ꎬ确保能源合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重要贡献ꎻ为能
源转型、全球能源系统可持续发展及能源和气候适应型投资作出贡献

能
源
供
应

可再生
能源

电力

化石燃料

核能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贸易和投资ꎬ通过提高竞争降低成本

推动分布式发电和热电联产的发展、最佳实践分享、基础设施和市场
建设

扩大生物质气体燃料的合作ꎬ包括沼气技术、甲烷和生物燃料

挖掘分布式能源发电的合作机遇ꎬ推动智能电网的发展

建立管理能源供应中断的联合平台ꎬ推动能源危机管理的互认和战略
协调

加强在火力发电和热电联产灵活性改造技术、清洁煤和天然气高效发电
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中欧工业界、民间社会和各级政府在核利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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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目
标

加强能源合作的互信ꎬ确保能源合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重要贡献ꎻ为能
源转型、全球能源系统可持续发展及能源和气候适应型投资作出贡献

能
源
需
求

需求侧

能源效率

分享能源供需分析和管理方法以及能源组合优化的计算方法ꎬ确保能源
系统平衡

电力需求侧管理政策、跨境和区域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电力上网
应用

推动节能电器的生产和消费ꎬ特别在能效标识、电器能效、建筑能效方面

加强消费品能耗标准合作、工业层面生态设计合作和循环经济合作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合同管理制度

其
他

能源监管

能源环境

国际合作

分享能源监管的最佳做法ꎬ搭建能源监管合作平台

加强电网监管政策协调ꎬ促进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的透明监管

分享可再生能源、电力、天然气市场价格改革和支持政策的经验

促进清洁生产的市场机制的发展ꎬ鼓励绿色商品市场ꎬ减少能源消耗

优先开展环境合作项目ꎬ特别是能源效率项目

改善能源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条件

支持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能源机构ꎬ在能源宪章条约(ＥＣＴ)框架内进行合作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ＥＵ － Ｃｈｉｎ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ＩＮＡＬ ＿ ＥＵ ＿ ＣＨＩＮＡ ＿
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ＡＤＭＡＰ＿ＥＮ ｐｄｆ

(１)能源供应安全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ꎮ 危机推高了天

然气价格并加剧了供应中断的风险ꎮ 创纪录的高天然气价格又使得包括煤炭

在内的化石能源的使用在短期内重新上升ꎮ 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

已经在考虑用煤炭弥补天然气供应的急剧下降ꎮ 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的«２０２１ 年

煤炭报告»预计这一强劲的需求将使该趋势延续到 ２０２４ 年ꎬ且会蔓延到石油市

场ꎮ 中欧已经在能源供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合作进展ꎬ包括智能电网、电力灵

活性改造技术、清洁煤和天然气高效发电技术等领域ꎬ未来双方存在进一步合

作的空间ꎬ特别是在能源危机管理和天然气发电领域ꎮ 但长期看ꎬ欧盟成员国

在 ２０２１ 年年底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已经承诺将在 ２１ 世纪 ３０
年代逐步淘汰煤炭ꎬ而煤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是中国的主要能源ꎬ未来

中国在煤炭使用和燃煤电厂建设退出方面必然面临来自欧美的较大政治压力ꎮ
(２)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合作一直是过去中欧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提高能源效率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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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潜力与挑战

中欧碳中和战略的重要目标ꎮ 欧盟未来能效提升的重点领域涉及建筑节能、数
字设备能效、能效投资和交通节能等ꎮ 欧盟已经颁布新版能效指令和能效标签

法规ꎬ希望通过普及 ＬＥＤ 照明方式ꎬ实现到 ２０５０ 年将家庭照明耗电量降至 ６％ꎮ
中国的能效标准与欧盟还有一定差距ꎮ 从贸易结构看ꎬ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

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伙伴ꎬ２０２１ 年对欧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械设备和车辆(占
５６％)、其他制成品(占 ３５％)和化学品(占 ７％)ꎬ其中家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３６ ２％ꎮ 欧盟对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ꎮ 中欧紧密的经贸关系需要

双方继续在能效标准、能效标识制度、产品生态设计等领域加强合作和互认ꎬ尤其

在工业、交通、能源、节能建筑、消费品、供暖和制冷(包括热电联产)等方面加强

合作①ꎮ
(３)清洁能源和技术

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ꎬ欧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ꎮ ２０２２ 年的乌克兰危机

加速了欧盟清洁能源的部署和对储能、海上风能、氢能、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

技术的投资ꎮ 欧盟在 ２０２１ 年批准 ２９ 亿欧元资金支持电池储能等技术研发ꎮ
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成员国也都加大对电池制造的四个核心

阶段(原料开采、电池芯设计、电池系统、回收)的投资ꎮ 目前ꎬ中国企业生产

了全球 ７０％以上的太阳能组件、６９％的锂离子电池和 ４５％的风力涡轮机ꎬ还
有钴和锂等对清洁能源至关重要的矿物的提炼ꎮ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ꎬ中国对欧

盟出口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等新能源产品分别增长 ３ ８
倍、１ ４ 倍和 ６６ ２％ ꎮ 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ꎬ中欧具有互补优势ꎬ存在扩大

贸易与研发合作的空间ꎮ
但另一方面ꎬ中欧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也面临巨大挑战ꎮ 欧盟一直

以中国产品在政府补贴支持下以较低成本进入欧洲市场、对欧洲企业和就业

造成冲击为由ꎬ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进行制裁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欧盟对中国太阳

能电池板进行的反补贴和反倾销制裁始终存在ꎬ反补贴税在 ３ ２％ ~ １７ １％
之间ꎬ反倾销税在 １７ ５％ ~ ７５ ４％之间ꎮ 另外ꎬ在可再生能源、氢能、核能等

的技术标准方面ꎬ欧盟偏向与美日等建立数据、规则和技术联盟ꎬ主导标准制

定ꎮ 预计这类冲突会长期持续ꎮ 欧盟和中国需要仔细权衡这种紧张关系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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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高层对话ꎬ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开展双赢合作ꎬ而不是打贸易标准战ꎮ
２ 低碳城市

城市是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的核心ꎮ 建设智慧、绿色、低碳的城市是全球

城市发展趋势ꎬ也是欧盟的强项和中国的发展目标ꎮ 中国与欧盟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签署«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ꎬ推动中国低碳城市建设ꎮ １２
个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签署了合作协议ꎬ涉及低碳城市规划、低碳交通、固体

废物处理、技术和政策、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内容ꎮ 中欧可在以往合作成果基

础上ꎬ深化碳中和战略下的低碳城镇规划、产业转型、城市能源管理、低碳和

智能公共交通、绿色建筑、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合作ꎬ不仅可以促进中欧的技术

交流ꎬ还可以增强政治互信、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ꎮ
(１)低碳交通

电动汽车在中国和欧洲市场发展潜力巨大ꎮ 欧洲电动汽车销量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大幅增长ꎬ２０２１ 年全年纯电动乘用车注册量增加了近 ６７％ ꎮ 德国是

欧洲最大的纯电动汽车市场ꎬ并且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ꎮ 其次是英国和法国ꎮ 根据欧盟提案ꎬ２０３０ 年新注册燃油车将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 ５５％ ꎬ到 ２０３５ 年不再有新的燃油车注册ꎮ 欧盟目标是到 ２０３０ 年投放

至少 ３ ０００ 万辆零排放汽车和 ８ 万辆清洁能源卡车ꎮ
由于电动车短缺和价格的两极分化ꎬ中国电动汽车品牌近两年迅速进入欧

洲市场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电动乘用车在欧洲 １８ 个主要汽车市场总销量接近 ２ ４ 万

辆ꎬ市场份额约为 ３ ３％ꎮ 比利时、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均是 ２０２１ 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前十位的国家ꎮ 随着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ꎬ中国将逐步取消汽车领

域的投资限制ꎬ放开新能源车的市场准入ꎮ 这意味着欧洲汽车制造商将来可以

在中国市场设立 １００％控股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及新能源技术公司ꎮ 但欧盟新能

源汽车行业监管标准比其他地区更高ꎬ未来还将对电动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和电池循环利用等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标准ꎬ这将对中国新能源车提出新要求ꎮ
(２)循环经济

中国和欧盟都是循环经济商业模式的早期倡导者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欧盟发

布«循环经济行动计划»ꎬ打算在未来 １０ 年内将欧盟的循环材料使用率提高

１ 倍ꎬ并提升固体废弃物的报废标准ꎬ到 ２０３０ 年使欧盟的 ＧＤＰ 再增长 ０ ５％ ꎮ
中国自 ２００８ 年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来不断完善政策框架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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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提出ꎬ到 ２０３５ 年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ꎮ
中欧已经建立了循环经济高级别政策对话机制ꎬ并在 ２０１８ 年签署«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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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推动双方在循环经济政策、标准、投融资方面

的合作ꎮ 天津泰达工业经济开发区工业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上海化学工业

园应急反应系统、湖南北欧投资循环经济产业园、北京中德产业园等均是双

方开展循环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ꎮ 未来ꎬ双方在政策协调、制度创新(绿色设

计、生态标识、生产者责任延伸、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园区最佳实践分享、塑
料和电子废弃物等新型污染治理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ꎮ

３ 碳定价与绿色金融

(１)碳市场与碳定价

２０２１ 年中国全国性的碳市场正式启动ꎮ 欧盟一直积极支持中国碳市场

试点建设ꎬ提供了大量的能力建设支持ꎮ 作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领导

者ꎬ预计欧盟下一步将与其他碳市场建立更多联系从而获得协同效应ꎬ包括

协助更多国家完成碳市场建设或开展区域碳市场的探索ꎬ建立统一的检测、
报告、核查(ＭＲＶ)制度ꎬ鼓励其他碳市场提升碳定价等ꎮ

不同的碳市场安排可能引发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ꎮ 目前ꎬ欧盟的碳价经

过几轮改革已经从每吨 ５ 欧元增至每吨 ２５ ~ ３９ 欧元不等ꎬ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的合

约基准价格更是高达每吨 ８５ 欧元ꎮ 彭博社预测ꎬ到 ２０３０ 年欧盟碳价可能达

到每吨 １００ 欧元ꎮ 而中国的碳价还比较低ꎬ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碳交易市

场收盘价格为每吨 ５４ ２２ 元人民币ꎮ 根据«２０２１ 年中国碳价调查报告»①ꎬ
２０２２ 年全国平均碳价预计为每吨 ４９ 元人民币ꎬ到 ２０２５ 年将增至每吨 ８７ 元

人民币ꎬ２０３０ 年前可能达到每吨 １３９ 元人民币ꎮ 因此ꎬ无论市场覆盖范围、成
熟度还是碳价ꎬ中国与欧盟还存在较大差距ꎮ 但欧盟热衷于加快这一进程ꎬ
已经提出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给他国施压ꎮ 虽然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违

背 ＷＴＯ 规则ꎬ遭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批评ꎬ但欧盟仍然在竭力

推动该机制的落地ꎮ 过于复杂的碳定价方法可能阻碍而不是有助于全球气

候行动ꎮ 中欧两国需要加强此方面的对话与磋商ꎬ加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经验交流和分享ꎬ推动中国碳市场从初期阶段不断走向完善ꎮ
(２)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与绿色金融

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与绿色金融是解决碳中和融资缺口的重要措施ꎮ
欧盟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连续发布«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欧盟绿色债券标

准»«自愿性低碳基准»ꎬ中国也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分别发布«关于建立绿色

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ꎮ 近年来ꎬ中欧双方一直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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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可持续金融方法和工具的协调ꎮ «Ｇ２０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 ２０２１ 年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由中欧等共同发起的可持续金融国际

平台(ＩＰＳＦ)推出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减缓气候变化»是两

项最重要的合作成果ꎮ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融合了中欧各自目录的特

点和优势ꎬ重点支持能源、制造、建筑、交通、固体废弃物和林业六大领域的绿

色投资ꎮ 未来ꎬ中欧双方可以继续推动«Ｇ２０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的落实ꎬ建
立全球一致的可持续披露标准体系ꎬ支持各市场主体在自愿基础上采用共同

目录ꎬ从而更大范围引导跨境气候投融资活动ꎬ降低跨境交易的绿色认证成

本ꎬ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ꎮ
４ 第三方市场合作

第三方市场合作以经济可行性、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为基础ꎬ秉持互利

共赢、共同协商、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的原则ꎬ是一种较新型的国际合作模

式ꎮ 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已经积累了诸多经验ꎮ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

国建立第三方市场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国家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法发表«中法第

三方市场伙伴关系联合声明»ꎬ首次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概念ꎮ 随后中法

企业在油气、核电、机场、环保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ꎬ推动了非洲、东南亚重点

项目的实施和中东欧等合作示范ꎮ
中欧企业优势互补性强ꎬ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ꎮ ２０２２ 年中法签

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ꎬ涵盖基础设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

７ 个项目ꎬ总金额超过 １７ 亿美元ꎬ合作区域涉及非洲、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地

区①ꎮ 除法国外ꎬ中国还与意大利、瑞士、英国、奥地利等多个欧洲国家签署

了合作文件ꎮ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达成两轮重点项目清单ꎮ 碳中和的

推进将为中欧在国际范围内深化清洁能源和气候合作提供重要机遇ꎮ

三　 未来中欧深化气候合作需要克服的主要挑战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方面存在广泛的

合作需求与空间ꎬ但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带来的欧盟政策变化、全球低

碳和数字技术的竞争加剧、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中美关系的持续紧

张等都会为中欧深化气候合作带来变数ꎮ

—８９—

① 国家发改委:«中法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第四轮示范项目清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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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政策的变化增加中欧气候合作的变数

«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将中国称为“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

手”ꎮ 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非洲、
中东、中亚、巴基斯坦、俄罗斯、中东欧、拉美等建立大型区域合作论坛的行

为ꎬ是在推进以中国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建设、重塑联合国的规范和价值观ꎮ
技术标准化也被欧盟视为中国挑战经济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ꎮ 欧盟认

为ꎬ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国的技术标准ꎬ
增加沿线国家的经济依赖ꎬ从而会使欧盟标准被拒之门外ꎮ 欧盟还认为ꎬ中
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推行一种不同于欧盟的发展援助模式ꎬ试图通过

较低的贷款支持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ꎬ从而加强政治和经济关系ꎬ削弱欧

盟与这些国家的关系ꎮ 欧美等国有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发展银行

共同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债务减免谈判ꎬ提升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门槛ꎬ并
推动终止对高碳项目的融资优惠ꎬ增加“一带一路”投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ꎮ
这必然影响中欧在清洁能源和气候有益技术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合作ꎮ

欧盟贸易政策的变化ꎬ特别是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在 ２０２３ 年正式推出ꎬ
将加剧中欧短期紧张局势ꎮ 欧盟和中国在碳定价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ꎮ 欧

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出台旨在刺激贸易伙伴国制定更高碳价ꎬ减少“碳泄

露”ꎬ保护欧洲公司的竞争力ꎮ 碳边境调节机制不仅是欧盟采取的一种贸易

手段ꎬ还可能成为政治工具ꎬ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施加压力ꎮ 因

此ꎬ短期内将增加中欧的对抗风险ꎬ而调和这一分歧将考验中欧关系ꎮ
(二)气候政治化增加中欧气候治理合作的难度

从目前气候谈判形势看ꎬ气候问题政治化趋向非常明显ꎮ 谈判不再是国

与国之间的单打独斗ꎬ而是反映谈判集团的利益ꎮ 而中、美、欧之间的动态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脱碳的步伐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温室

气体排放国ꎬ中欧都认同加强合作对落实«巴黎协定»至关重要ꎮ 但气候外交

是应该单独进行ꎬ还是作为更广泛的战略关系的杠杆ꎬ这是双方的分歧点ꎮ
欧盟是将中国视为全球气候治理的谈判伙伴还是系统性竞争对手ꎬ取决

于中国能否在以下同欧盟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谈判中与欧盟保持一致ꎬ
是否制定更强有力和可信的气候目标以及能否进一步调整气候和可持续性

标准ꎮ 欧盟委员会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的美欧峰会上提出了中国气候行动可

信的三个基准ꎬ要求中国至少必须做到:履行«巴黎协定»下的承诺ꎻ致力于实现

碳中和ꎻ让脱碳在中国“十四五”规划中发挥核心作用ꎮ 欧盟特别关注中国在未

来 ５ 年内的煤炭淘汰政策ꎮ 标准方面ꎬ欧盟希望中国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与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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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标准保持一致ꎬ以推动更多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气候友好型投资ꎮ
(三)美国因素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特朗普执政后ꎬ虽然以«巴黎协定»为基础的国际气候合作遭遇重大压

力ꎬ但却给中欧深化气候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ꎮ 拜登执政后ꎬ美国试图通过

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挤压中国的国际空间ꎬ包括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加强在七国集团、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的立场协调等ꎬ使得中、美、欧之

间的气候外交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发布«欧盟—
美国新全球变革议程»ꎬ呼吁将碳中和作为跨大西洋的目标和共识ꎬ加强双方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ꎬ联手打造金融、贸易、投资领域与气候相关的新

规则ꎬ并发起“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倡议ꎬ试图加强欧美对绿色技术的主

导ꎮ ２０２２ 年的乌克兰危机使欧美的能源合作更加密切ꎬ在政治倾向上更趋一

致ꎮ 这些都增加中国开展国际气候合作的难度ꎮ
美国两党在气候问题上的两极化取向使美国很难为国际社会提供长期

稳定的气候政策信号①ꎮ 这也导致不管美国政府如何更迭ꎬ欧盟仍坚持在气

候领域开展与中国的双多边对话和合作ꎮ
(四)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不确定因素短期内影响合作的范围和深度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易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ꎮ 目前ꎬ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脱碳和能源转型速度的确切影响还不明确ꎬ但疫情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

中断ꎬ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扩大了其在岸和近岸供应链ꎬ这种趋势可能导致欧

盟企业在供应链效率和弹性之间重新权衡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ꎮ 疫情应对也

影响各国的优先事项安排ꎬ相当大部分的财政预算被用于疫情防控和居民福

利保障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则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

要影响ꎬ增加了全球的通胀压力ꎬ可能减缓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ꎮ
未来几年全球气候行动的优先次序以及国际气候合作的水平受以下几

个因素的影响:疫情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疫情后经济绿色复苏一揽

子措施的性质和程度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或减慢ꎮ

结　 论

迈向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ꎮ 要实现«巴黎协定»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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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全球目标ꎬ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而非对抗ꎮ 从中欧合作的进程看ꎬ能
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尽管存在

一定的分歧ꎬ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然保持着大量的共同语言、共同利

益和共同理念ꎮ 如«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所描述的:中国和欧盟是落实«巴
黎协定»的重要伙伴ꎬ中欧可以鼓励彼此在环保事业上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壮

志ꎬ并在解决气候问题的行动上承担更大的责任ꎬ这符合双方日益增长的国

际影响和经济实力ꎮ 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ꎬ中欧需要共同

巩固«巴黎协定»精神ꎬ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气候新秩序ꎮ 中国持续增长

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也将为中欧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资源效率的合作

提供更多机会ꎮ
考虑到政策驱动、协同效应和差距共同塑造了中欧关系的未来①ꎬ而地

缘政治对抗、经济竞争、市场准入、环境和劳工标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ꎬ都有

可能使中欧合作脱离轨道ꎬ中国要坚持推进现有对话和合作机制ꎮ 农业对

话、能源对话、环境对话和科技对话等共同构成中欧气候变化联合伙伴关系

的重要支柱ꎮ 从中欧峰会、副总理级对话、部长 /副部级会议、工作组级的技

术磋商ꎬ再到中德、中法、中意、中挪等双边环境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城市、企
业、智库、民间社会层级的直接合作ꎬ中欧双方在过去推动了在资源集约、绿
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的多层次政策对话与务实合作ꎮ 合

作的机制化有助于保持中欧关系的稳定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气候合作免受

政治干扰ꎮ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也为双方加大气候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

合作创造了空间ꎮ 未来ꎬ中欧双方可促进以市场工具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协

调合作ꎬ包括共同引领和制定相关国际标准与规则ꎬ特别是加强绿色金融标

准对接ꎬ就透明度、环境保护、债务减免、碳定价等关键议题展开沟通协商ꎬ维
护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ꎬ为开展全方位经济金融合作奠定基础ꎮ 还可以

在既有第三方市场合作成果基础上ꎬ加快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建设与绿色融资ꎬ开展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创新与研发ꎬ为世界提供更

广泛的技术解决方案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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