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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科学家辨析中国碳排放之谜 

2013-07-01     [ 大  中  小 ] 

    继上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撰文解析中国贸易隐含碳之后，在本周出版的《自然》（地球科学版）中，清华大学齐

晔教授、何建坤教授与来自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联合发表China’s Carbon Conundrum一文，进一步探讨

中国碳排放之谜（Qi, Y., T. Wu, J. He, and D. A. King, 2013. China’s Carbon Conundrum. Nature Geoscience. Vol. 6: 507-

509，以下简称齐晔等（2013））。 

    中国碳排放总量及其增速备受国内外关注。国际社会强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碳排放增速全球领先，因

此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减缓负有重大责任。事实上，中国更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大国。齐晔等（2013）在清华大学

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独立数据基础上，分析表明“十一五”以来，中国在节能降耗和低碳发展领域所实施的多项政策和措施效果

明显，不但扭转了“十五”期间碳排放强度迅速上升的趋势，避免了15.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而且为实现2020年中国在国际气候

谈判中的承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世界各国碳减排做出表率。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企业和公众为实现节能降碳目标付出高

昂的成本。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继续上升和强度持续下降的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剪刀（X）型”发展

的态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持续。这不仅对于减缓全球气候构成挑战，对国内环境质量也构成重大威胁。尽管如此，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要求、国内减排目标的设定和承诺必须尊重现实和客观规律。处在两难中的中国需要同世界各国紧密合作，共同应

对。 

    《自然》杂志为该论文的发表配发新闻专稿予以重点推荐，强调中国的低碳发展政策可供世界各国仿效。 

 

    齐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气候政策中心主任；何建坤教授：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低碳经济研

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Tong Wu来自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David A. King是英国

剑桥大学教授，曾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任首席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附：相关链接： 

《中国科学报》关于Nature文章的报道 

破解中国的“碳”难题需要耐心 

本报记者 张林 实习生 陈畅 

    中国学者近日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的碳难题》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

得的独特成就，并认为世界各国也许可以从中国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强度需求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文章同时认为，现阶段中国采取的策略是降低能源强度（万元GDP能耗），而不是对排放总量设定上限，这种策略将可能影

响到中国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国内的决策者们更应该注意到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该文作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防止走上高碳之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每年会出一份《中国低碳发展报告》。每次报告发布之后，齐晔他们都会去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各做一

次讲解。因为国外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讲解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 

    使馆工作人员向齐晔感叹：“你们讲的他们能听进去，因为你们是科学家。我们讲的他们就会觉得是在宣传。”类似的抱怨让

科学家有所触动，齐晔他们决定“写一个小东西”向国外公众解释解释。 

    正如这篇评论文章所说的，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中国政府不作为或者努力得不够，而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太大。中国要

把西方国家200年的工业化进程浓缩在几十年内完成，而且中国处于特殊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这些都导致

中国的环境问题集中体现出来。 

    “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与其实力和能力并不完全匹配。”齐晔对记者强调。 

首页 招生 师资队伍 研究机构 研究成果 教育培训 院友 学院概况



Copyright © 2011-2013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Tel: (86)10-62783055 Fax: (86)10-62782605

    作者在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计划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40%～45%。中国正面临在缩小与欧美发达

国家差距的同时做到最大限度节能减排的难题，“而如果处理不当，将有可能走上高碳之路”。 

    有些话要经常讲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部分院士向国家领导人提出改善环境质量的一系列建议，其中专门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法制保障的问题。 

    一位国家领导人认为应该把这一条放在所有建议的第一条。后来他又觉得“放在最后也好，压轴”。参加会议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郝吉明进一步提问：“大气法修订尚未列入人大修法进程。”该位领导人安慰科学家说：“会的，会的。” 

    对于国家领导人的答复，院士们颇能够理解。 

    “我也一直强调要有耐心。”郝吉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环境改

善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减排是硬道理。” 

    如果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减排降碳工作的力度进行排名，北京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据了解，2008年以来，北京天然气用量从

2008年的55亿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72亿立方米；蜂窝煤用量从2008年的16万吨下降到2012年的4万吨。同时，北京的机动

车、建筑面积、GDP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都迅速在增长。 

    也就是说，北京是在增长的压力下逐步完成改善环境的目标的。这也成为整个中国的缩影。 

    在去年北京市“十二五”环境规划编制一次讨论会上，市环保局提出北京的煤炭消费要控制在2000万吨，并要求把这一条写入

规划。有人质疑：北京说了多少年了也没有达到，写不写进去有什么意义？对方回答：这个话一定要坚持说，如果不说，就更

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了。 

    2012年底，北京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削减煤炭用量的路线图。 

    “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环保的话要经常讲。”郝吉明认为，对中国而言，经济不增长不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好地

解决环境问题，是有可能做到的。 

    追赶也要付出代价 

    节能减排既要抓重点难点，也要先易后难。 

    在前不久举办的一个大气环境学术沙龙上，有来自电力行业的专家说，目前电力行业正执行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减排标准，不

仅压力大，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但国家对燃煤散烧的情况却缺乏必要的控制。“这就像只抓随地吐痰的，对于随地大小便的却

不管。”该专家抱怨道。 

郝吉明也承认，我国冬季采暖用煤等燃煤散烧的情况确实带来非常大的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包括中国工程院在内部开会时也讨

论过这个问题。但大家对此也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电力行业比较集中，技术较为先进，抓起来相对容易。 

    “老虎、苍蝇要一起打。”郝吉明说，相比汽车提高燃油标准和水泥行业脱硝改造而言，电力行业仍然是中国减排的主力军。 

    中科院生态中心研究员贺泓则认为，我国中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密度，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上都应该实行比发达国家更严格

的排放标准，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就目前我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态势来看，我们不可能慢慢来，我们在火电煤耗、机动车

尾气排放、新能源利用等方面一直在追赶。而追赶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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