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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几点评论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傅莎，邹骥，刘林蔚	  

	  
	  

2015年 6月 30日，中国政府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INDC），对其 2020年后的

强化减缓和适应行动做出了安排，具体目标如下：	  

! 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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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森林蓄积量比 2005年增加 45亿立方米左右；	  

! 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

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

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本文旨在从提出贡献的出发点和考虑，中国贡献的力度和公平性，实现贡献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等角度对贡献进行初步解读。	  

一、中国提出国家自主贡献（ INDC）的出发点和考虑 	  

最新发布的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进一步从科学原理和观测事实上肯定了气候

变化问题的紧迫性，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 2℃温升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

临的重大挑战。全球范围内，低碳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要求。在此背景下，各国提出自主贡献减排承诺的基础和动机应是确保各国有效抵

御气候风险，并具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的公平机会。	  

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主要发展指标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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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显著“二元结构”特征均显示了其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和发达国家在所处的发

展阶段、面临的发展需求、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具备的综合能力等方面都仍存在巨大

差别，以减贫、提高收入、提高社会保障程度、提高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覆盖面、

提高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依然是压倒一切的战略重点。与此同时，中国传

统的长期依靠要素投入增加驱动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临陷入以资源、

环境为主要制约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要求创新发展路径，促成经济增长模式

转向“新常态”，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转变为更加依靠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减少经济对能源、资源和环境要素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竞争力，走上一条高要素效率的可持续低碳发展路径。	  

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选取了以发展路径转型创新为主题的一揽子指标体

系，包括意向性峰值时间目标和以提高碳要素效率为核心的量化转型过程指

标（包括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比重、碳汇等指标），致力于实现发展路径变迁，

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美欧传统路径的创新型可持续低碳发展路径，并注重对

实现路径转型所必须的技术、资金和其他必要条件及适宜环境的加强。 	  

	   	   	   	  为满足有关国家自主贡献应涵盖所有要素（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和透明度）的授权并有效应对已经发生的气候风险，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还包含

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众多举措和政策。同时，中国还在其贡献中包含了进一步加

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立南南合作基金，全面拓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规模和领域

的目标。	  

二、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和公平性 	  

整体来看，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合理国际责任的姿

态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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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实现和碳排放脱钩 	  

从表 1和图 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中国 CO2排放增长的主要增排因素。2020、

2030和 2050年，中国人均 GDP分别约是 2005年水平的 3.2倍、5.2倍和 11倍。而

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同期中国能源相关 CO2排放只分别相当于 2005年水平的约

1.8 倍、2 倍和 0.84 倍，中国经济与碳排放实现进一步脱钩，中国经济发展对碳排

放的依赖日益减轻，这将为进一步向低碳发展路径变迁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单位 GDP 能源强度下降（受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提高影响）和能源结构

低碳化是中国实现脱钩的主要贡献因素。2030年和 2050年的中国单位 GDP能源强

度相对 2005 年分别下降了约 57%和 82%，而同期中国单位能源碳强度分别下降了

20%和 61%。其中，在 2005-‐2020年、2020-‐2030年期间，单位 GDP能源强度下降的

贡献大于能源结构低碳化的贡献。而在 2030 年之后，能源结构低碳化的贡献进一

步加大。	  

	  

表 1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未来主要驱动因子变化（2005=1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30	   2040	   2050	  
人口 	   100	   103	   105	   108	   112	   112	   111	  
人均 GDP	   100	   166	   235	   321	   517	   783	   1103	  
单位 GDP能源强度 	   100	   81	   68	   59	   43	   29	   18	  
单位能源碳强度 	   100	   98	   94	   89	   80	   63	   39	  
能源相关 CO2排放 	   100	   135	   158	   182	   201	   158	   84	  
	  
数据来源：2005、2010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官⽅方公布的

目标完成情况。2015 年之后的数据基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PECE 模型核算

的 INDC 情景研究结果。	  

	  
	  
	  
	  
	  



	   4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2005-2020 2020-2030 2030-2040 2040-2050 

��� ��GDP �
GDP��� � �
��	� �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
05

=1
00

 
�

��� ��GDP ��GDP	�� � ��	�� � 	���CO2
���

	  
	  
	  
	  
	  
	  
	  
	  
	  
	  
	  
	  
	  
	  
	  
	  
	  

图 1-‐1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未来主要驱动因子变化（2005=100） 	  
	  

	  
	  
	  
	  
	  
	  
	  
	  
	  
	  
	  
	  
	  
	  
	  
	  

图 1-‐2	   中国能源相关 CO2排放影响因素对排放变化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2005、2010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官⽅方公布的

目标完成情况。2015 年之后的数据基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PECE 模型核算

的 INDC 情景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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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已有的 2020年减排承诺相比，中国 2020年后的减排力度将全面呈现加

速增长的态势，行动力度进一步增强 	  

从表 2可以看出，2020-‐2030年中国单位 GDP的 CO2排放强度下降速率将进一

步提高，从 2005-‐2020年的平均 3.9%上升到 4.4%，并有望进一步提高到 2030-‐2040

年的 6.3%和 2040-‐2050年的 9.2%。与此同时，中国将加快非化石能源项目的部署和

建设，推动提高非化石能源的增速。2030 年中国非化石电力装机预期需在 2014 年

的基础上增加 9 亿千瓦左右，与 2014 年全国火电总装机基本相当，远高于美欧同

期水平（见图 2）。年均非化石能源装机需从 2005-‐2020 年的 4150 万千瓦上升到

2020-‐2030年的 6280万千瓦，并进一步上升到 2040-‐2050年的 9000万千瓦左右。	  

	  

表 2	   中国在降低碳强度和发展非化石能源方面的行动力度 	  

	  
	   2005-‐20	   2020-‐30	   2030-‐40	   2040-‐50	  
单位 GDP	   的 CO2强度年均下降率 	   3.9%	   4.4%	   6.3%	   9.2%	  
年均新增非化石能源装机(GW)，其中 	   41.5	   62.8	   	   79.6	   	   90.1	   	  
	   	   年均新增风能装机(GW)	   13.9	   23.0	   	   31.0	   	   35.0	   	  
	   	   年均新增太阳能装机(GW)	   7.0	   24.5	   	   33.0	   	   40.8	   	  
	   	   年均新增核能装机(GW)	   3.4	   9.0	   	   9.3	   	   10.5	   	  
	  
数据来源：基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PECE 模型核算的 INDC 情景结果计算

得到。其中 2020 年的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目标分别根据 45%和 15%计算，2030 年的碳强度

和非化⽯石能源目标根据 65%和 2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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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美、欧 2030年相对 2014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PECE 模型核算的 INDC 情景

结果。美、欧数据来自 IEA《 2015 年全球能源展望特别报告》中的 INDC 情景结果，为

2030 年相对 2013 年的增量。 

	  

3、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望成功实现转型，开创一条比美欧等

发达国家更为低碳的发展路径，以更低的收入水平达到更低的峰值 	  

从各主要经济体 CO2历史排放轨迹看，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和人均 CO2

排放之间普遍存在“倒 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现象，即随人均 GDP水平提高，CO2	  排

放水平先增至峰值然后再下降。虽然人均排放达到峰值时的排放水平存在高低之差，

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摆脱这一“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现象。	  

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排放达到峰值对应的人均 GDP 水平，大体在 2.0-‐2.5 万美元

（2010年价格）左右，人均峰值水平约为 10-‐22吨	   CO2。而按照中国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中国可望在人均 GDP达到 1.4万美元时就达到人均峰值，且人均峰值可望

保持在 8吨左右 CO2的较低水平上。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发展中大国创新发展路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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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标志。若考虑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及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中国消费端排放峰

值和能源峰值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望更低。	  

	  

	  

图 3	   主要经济体人均 GDP和人均 CO2排放轨迹 	  

	  

数据来源： 仅包含能源相关 CO2, 1960 年-2012 年的历史 CO2 排放数据来自美国橡

树岭实验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CDIAC）；⼈人⼝口和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2 年

后数据由作者根据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测算得到.	   	  

 

4、中国如能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为其在 2030年后进一步向符合 2℃

温升目标所要求的路径转型，提供较大的可能性并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最新发布的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有可能实现 2℃

温升目标（50%可能性）的诸多情景研究结果的推演，其对中国 2030年前的减排要

求和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所设定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核心关注在于中国 2030 年达

到峰值后是否能以更快速率脱碳。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在实现 2030 年目标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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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以更快的速率脱碳，那么中国长期发展路径将有望满足全球 2℃温升目标要求。

从图 4 可以看出，虚线代表的中国 INDC 情景下的排放轨迹（分别为能源数据调整

前后的）正好落入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满足 2℃温升要求且符合中国实际的情景

范围之内(图中紫色阴影中)。考虑到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含了大量以创新发

展路径为导向的技术、资金、政策、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务实安排，且致力于通

过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和行政命令管控（限制新增高耗能产业产能等）等手

段规避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高碳产业的锁定效应，因此，通过实施中国国家自主

贡献,	  中国有望在发展理念、民意基础、政策与制度储备、技术系统储备、创新能

力、资本存量与流量、综合与专项能力等方面形成更加厚实的积累，为 2030 年后

的加速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 4	   中国 INDC目标情景和全球 2℃温控情景的关系 	  
	  
说明和数据来源：紫⾊色阴影部分为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有可能实现

2 度温升目标（50%可能性）的诸多情景研究结果集合，包含 GCAM, IMAGE, MERGE, 

MESSAGE, POLES, REMIND, TIAM-ECN, WITCH 等多个全球模型组的结果，其中 2010 年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CO
2�
�
�
�
 
�
CO

2�



	   9	  

和 2015 年排放与中国实际排放差距较⼤大的情景被剔除。黄线是中国 INDC 目标情景下的排

放趋势（未考虑能源数据调整），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PECE 模型计算得到。

红线是考虑 2014 年中国能源数据调整后的粗略趋势。为和全球数据可比，此处 CO2 为能源

相关 CO2 加⽔水泥⼯工艺过程 CO2 排放。 

 

5、通过落实国家自主贡献，至 2030年中国历史累积排放将始终保持低于

美欧的水平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肯定了全球温升和累积排放之间的近似线性关系。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高峰期是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

先行工业化阶段，以高度依赖化石能源，伴随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为特征完成其工业

化进程。而中国能源相关 CO2排放快速增加始于 20世纪中叶，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

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阶段。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下，中国将确保通过创新发展路径，

使其到 2030年的能源相关 CO2累积排放水平仍低于美欧同期水平（届时美国、欧盟

和中国在 1750-‐2030年间的历史累积排放的相对比例为 1.4：1.2：1.0），甚至低于美

欧当前的（1751-‐2012 年）的累积排放水平。如果从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看，中国同

期（1751-‐2030年）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将控制在美国的 18%和欧盟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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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美欧人均 CO2历史累积排放比较 	  
	  
数据来源：仅包含能源相关 CO2, 1751-2012 年数据来自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

息分析中⼼心（CDIAC），2013-2030 年数据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基于各国国家自主贡献测算。 

	  

6、为发展中国家后续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并通过南南合作等方式传播经验、

提供支持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被很多发展中国家视为发展样板。中国可通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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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路径，垂范一条低碳可持续发展示范路径，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

鉴的示范模型和经验，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规避传统高碳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尽

早走上“低污染低排放”的高效创新发展道路。同时，中国也能通过自身转型促进全

球转型，为重塑全球发展路径做出贡献。	  

三、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低碳发展虽已是中国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能源资源禀赋、能源效率、技术能力储备、体制政策基础以及所面临的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等也共同决定了中国想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INDC）目标仍将

面临以下种种巨大挑战：	  

首先，资源的可得性将增加实现贡献的风险。例如，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需

要获取大量的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以替代部分煤炭，如何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确保资

源可靠的供给、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实现目标的巨大挑战。	  

第二，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

化工等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在经济中仍占据较大比重，同时，城镇化

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行。这些都必然带来能源消费

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尽管中国政府已开始着力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但这种努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且可能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而出现反复，需

要克服巨大的困难。	  

第三，随着中产人口占比的逐年提升，在交通、建筑等方面的消费排放压力会

上升，甚至在中长期会超过制造业的排放压力。如何塑造年轻一代消费者的低碳消

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至关重要。	  

第四，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是约束中国贡献目标实现的另外一个重大

挑战。例如如何确保可再生能源的上网和电网的稳定供应，如何解决发展水电、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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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时的额外影响如环境影响、核安全问题等，如何解决碳捕获封存（CCS）技术本

身的不确定性等。	  

第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

尤其是在关键的低碳技术和适应技术领域仍存在欠缺。如果通过有效的国际技术合

作机制确保技术的可得性是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六，落实减缓和适应贡献目标面临巨额投资需求和“结构化”成本。实

现中国贡献目标需要大量增量投资，这些投资有一部分能带来经济回报，但也

有很大部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诸如碳捕获封存（CCS）等技术的应用。除

了经济成本，中国实施贡献目标短期内还可能面临其他社会成本，例如淘汰落

后产能，会引发结构性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以缓解和消除这些

社会成本。	  

第七，社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能力普遍不足，意识、体制、社会机制的改

善任务十分繁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管理能力尚有不足，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还非常不健全，许多领域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中国目前还缺少健全的温室气体核

算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监控核算能力和执法能力都还比较薄弱。这些都将

对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形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