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巴黎协定下的长期战略》分析与评述 

日本政府为积极落实《巴黎协定》关于在 2020 年前向《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通报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

战略的要求，研究制定了《巴黎协定下的长期战略》（以下简称“长

期战略”），并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作为内阁决议获得通过，6 月 26

日向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本文简要梳理总结了日本长期战略的框架

结构和要点，并从长期战略制订进程、长期目标、减排力度和技术路

径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评述，以期为研究和制定我国本世纪中叶长期

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提供借鉴与支撑。 

一、 长期战略的主要内容 

长期战略在回顾日本既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的基础上，全

面介绍了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和工作重点，主要包括日本气候变

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基本概念、各部门长期愿景和政策措施的

未来方向、需关注的跨部门行动措施、其他跨部门的政策措施、长期

低排放战略的评估及实施等引言及五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进一步阐释了温室气体减排与发展的内在关系。长期战略以

气候变化最新观测数据和研究为支持，论证了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损

失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负担，指出 2018 年为日本有记录以来

温度最高的年份，当年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75

亿美元，并明确提出 “应对气候变化已不再是企业成本，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这一重要结论。同时指出，在

推动温室气体深度减排的国际潮流下，企业的低碳发展水平将成为其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评估指标。长期战略还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

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创新、打造超智能的 5.0 社会、

发展循环和生态经济、成为引领全球提供解决方案的国家等重大问题

存在很强协同性，是实现日本打造充满希望的光明社会的必要途径，

因此日本应对气候变化长期战略及政策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气候

变化为主要驱动因素，实现环境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二是明确了全经济范围及重点部门的减排目标。长期战略在日本

2050 年温室气体较 2013 年减排 80%、本世纪下半叶尽早实现净零排

放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提出：能源领域以可再生能源为

主要能源并打造“氢能社会”；工业领域以变革式的创新实现“脱碳

化制造”；社区与生活领域打造“循环和生态经济”并在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1；交通领域 2050 年每辆车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2010 年降低

80%的长期发展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政府提出将应对气候

变化融入能源、工业、交通以及生活等各领域的政策制订中，通过各

类政策和行动组合，充分利用既有知识和技术，并进一步推动技术、

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探索创新。 

三是识别了各部门温室气体减排的战略路径。从全经济范围来看，

 

1社区与生活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涵盖居民、商业建筑运行、农业、林业、渔业、建筑业和相关的能源转

换行业及城市规划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氮氧化物排放。 



 

 

提升能效、增加低碳能源供应、加快终端能源需求向低碳能源转型是

日本推动温室气体深度减排的三个主要方向。具体到各个领域，长期

战略提出，居民生活领域的减排重点为积极推广高效建筑和推动生活

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交通领域的核心是积极推动运输结构的转变和发

展电动汽车或燃料电池汽车；工业和商业领域将主要大力提升能效、

加大研究创新和发展各类低排放技术，加大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的控制和相关产品的替代等；碳汇领域，主要优化生态资源的保护

和发展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等。 

四是提出了政策层面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三大支柱行动。三大行

动主要包括强化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实现商业主导的国际应用和国

际合作。在强化创新方面，长期战略强调“创新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层

面”，应该同时推动技术、经济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创新，政府将

从政策层面整合利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所有资源推动跨行业创新行

动；在推动绿色金融方面，政府将从加强企业减排行动自身披露和第

三方评估、增进行业与金融部门对话、催促金融机构优化融资环境等

方式，提升对减排企业的经济支持。在建立商业主导的国际应用和国

际合作机制方面，长期战略强调发展低碳技术是全球潮流所向，政府

将利用其技术和产品质量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方面的既

有机制，提升日本在国际低碳技术和产品排放标准制订进程中的话语

权，并提高低碳技术的商业应用水平。 



 

 

二、 长期战略的总体评述 

日本长期战略主线清晰、内容详实，从前期目标愿景和重点议题

的讨论、技术路径的提出、报告的编写，到最后向内阁提交总共历时

约 4 年时间，表明日本的长期战略是在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的。与其他国家已提交的长期低排放战略相比较，日本长期战

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长期战略编制进程体现了日本对长期减排目标的高度重视。

日本围绕中长期减排目标制订和实施路径规划开展相关工作由来已

久，早在 2012 年国家《第四次基本环境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 2050

年温室气体下降 80%的目标并经内阁批准，2018 年制订的《第五次

基本环境规划》进一步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所有环境问题之首位。

2015 年日本就在环境省下设长期低排放战略咨询小组，正式启动围

绕长期低排放战略的研究和讨论工作。为配合长期低排放战略的制订，

日本于 2016-2018 年间相继由内阁通过《面向 2050 的国家能源和环

境技术创新战略》《整合创新战略》《第五次战略能源规划》，其中将

2050年温室气体下降 80%作为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2017

年 3 月和 2018 年 3 月，环境省出台《长期低碳愿景》和《通向长期

显著减排的基本概念》两份重要文件，将目标愿景和战略大纲作为核

心内容在政府、学界和企业开展了长期广泛讨论。在对目标愿景和战

略大纲形成共识基础上，2018 年度进一步围绕“创新”、“绿色金融”、

“绿色企业/海外发展”等重要战略议题在政府各部门间开展讨论，

并请外部专家提供咨询意见，上述一系列的工作都为长期战略的制定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长期战略中对长期减排目标的表述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

日本在本次长期战略中并未明确描述其长期减排目标的设定依据、基

本假设和实现条件等，而是开宗明义的提出 2050 年在温室气体下降

80%的基础上，在本世纪下半叶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性的长期温

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目标，突出强调了长期发展复杂性、不确定性。基

于上述整体目标，战略描绘了与温室气体减排密切相关的工业、能源、

社区与生活、交通等部门的减排目标及发展愿景。但整体而言，重点

领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仍留有较大回旋余地，如能源、工业的低排放

转型并没有量化目标约束，而交通领域 2050 年的减排量很大程度仍

依赖于车辆保有量与行驶里程等，为未来重点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路

径安排设定了较大灵活性。 

三是长期战略中提出的长期减排力度与全球温升控制目标之间

仍存差距。按照其所提出的 2030年温室气体较 2013年减排 26%、2050

年减排 80%、本世纪下半叶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性的目标，与

IPCC1.5 度特别报告所提出的 2 度温升控制目标下“2030 年排放相对

于 2010 年减少约 20%、2075 年左右实现近零排放”的全球平均减排

努力基本相当，其中 2030 年，日本温室气体人均排放水平（8.6 吨二

氧化碳当量/人）更是仅相当于欧盟当前人均排放水平（8.8 吨二氧化

碳当量/人），因此日本的长期温室气体减排力度难以充分支持全球

2050 年温升控制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能源领域作为长期减排的

核心领域，战略中提出 “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从 2017 年的



 

 

19%上升至 2030 年的 44%”的量化目标，相当于年均上升约 2 个百

分点，与 2013-2017 年年均上升速率（2%）基本相当。这一目标是

建立在“2030 年终端能源消费需求较 2017 年下降约 8%”的基础上。

可以说，日本未来推进能源体系低碳化的进程相对较缓，正如国际机

构“气候行动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评估结论所说：“日本

2020 和 2030 年减排力度仍是不足的。” 

四是长期战略对未来减排技术发展路线的描述明确而详实。尽管

长期战略中具体量化的减排目标不够充分，但明确指明实现技术的

“革命性创新”是其实现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和维持产业全球竞争力

的核心内容，并对包括钢铁、汽车等重要行业持续采用最先进低碳技

术、实施最高的环境标准、强化其全球行业标杆地位的描述详实且具

体。为推动技术“革命性创新”，长期战略中明确政府将会从增强气

候变化科学研究分析、加快制订《渐进环境创新战略》以加强研发和

人才队伍培养、识别需加速商业化进程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和技术

等方面提供支持，包括能效技术和能源转换、CCS/CCU（碳捕集/封

存/碳捕集利用）等负排放技术、氢能、可再生能源、核能等五大领

域、11 个子方向的重点支持方向。长期战略中对具体低碳减排技术

和发展目标的明确规定，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技术发展可能给减排目标

及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的高度重视。 

三、对策建议 

日本长期战略从开起制定过程、内容安排等方面，都对我国研究



 

 

制订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

值，结合上面初步分析与评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前期研究最大限度提高减排愿景和长期目标的科学性。

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愿景和目标对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也是日本长期战略制订过程中开展广泛讨论和首先明确的核心

内容。我国在制定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目标时，需要按照国家两步走

战略部署，在充分考虑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能源系统转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变等因素

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分阶段长期发展的愿景

和目标，并就上述目标在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开展广泛的讨论，厘清

减排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协同效益。这是推动全社会就温室气体减排的必要性形成共识、增强

持续深化减排战略定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是处理好长期低排放战略制定中的不确定性和紧迫性问题。尽

管日本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但考虑到未来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较 2013 年减排 80%的全经济范围目标外，仅

量化了社区与生活领域 2050 年实现碳中性的目标，其他领域更多的

仍以发展愿景式目标为主。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

境更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内不同地区在经

济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能源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约束等方面也呈

现出巨大的差异，长期减排目标的提出要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不

确定因素的基础上，适度留有余地。另一方面，日本在长期战略中已



 

 

充分意识到温室气体减排将是全方位提升竞争力的重大机遇，这点也

值得我国充分借鉴，我国有必要以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为重

要契机，加快推进产业、能源和消费的低碳转型，并把国家强化温室

气体控排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导向，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是加强对部门及行业长期减排技术路径的预判和甄别。技术的

低碳化乃至零碳化是未来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日本长期战略中不

仅将实现技术革命性创新作为深化行业减排的关键手段，更是保持其

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我国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储能

技术、电动汽车等为代表的低碳技术开展政策支持，使上述技术领域

呈现规模快速扩大、成本快速下降的良好发展趋势。但在我国长期低

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中，同样亟需对重点部门和行业的中长期关键

低碳技术提前谋划，并描绘出比较清晰的发展路线图，真正发挥战略

规划对我国低碳技术发展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从而切实提升我国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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