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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双碳” 推进的关系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文 / 阳平坚

党的二十大系统谋划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到2035年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现代化

目标时间表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高度重

合。因此，如何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

碳”推进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的重大课题。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未来一个时
期的关键词

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关

键词在指引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

的方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

第二个十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

裕”“双碳目标”和“科技创新”这几个

关键词，是“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一段

时间里需要牢牢把握的工作方向，也是

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碳”推进之间的

关系的要点。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2022年人均GDP刚过1.2

万美元，且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均衡，部

分地区发展极不充分。要实现2035年远

景规划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经

济还必须连续多年保持一定的增长，为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

础。同时，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未来经济发展不能再重复西方高度依

赖化石能源的老路，必须牢牢把握科技

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闯出一条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简单来说，共同富裕是目标，高质量发

展是路径，碳达峰碳中和是抓手，科技

创新是加速器、放大器。

二、推进“双碳”行动是经济社会
系统变革的巨大机遇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每次经济社

会大发展均与人类利用能源的升级密

切相关。历经三次产业和科技革命后，

人类从人力畜力时代跃升到以煤油气

为主的化石能源时代。化石能源虽然给

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依然摆

脱不了资源禀赋的时空限制。随着全球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日益显著，世

界各国就尽快实现温室气体近零排放

达成共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中和。

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达到由增转降

的拐点，是迈向碳中和的前提条件。

实现碳中和的实质是要摆脱经济

发展对化石能源的重度依赖。这是一场

涉及生产生活所有方面的系统转型，会

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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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高低，是与

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的。总体而

言，中国碳排放峰值高，未来碳减排幅度大，实现碳中

和的难度大，对社会和民生的挑战也大。然而，挑战中

蕴藏巨大机遇。如能抓住窗口期通过科技创新将碳排

放约束转化为绿色发展新动能，就能化危为机，占据

未来绿色发展制高点，培育新的绿色增长极，实现经

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双赢。

三、“双碳”战略是倒逼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

经济产出的消耗和排放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

重要指标。单位GDP能源和资源消耗大，污染物和温

室气体排放多，意味着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质量

低。以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例，我国大约是美国和

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3.4倍、欧盟的4.4倍，如

果和欧盟先进国家比，则可能高达5-6倍。目前，我国

GDP 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能耗约占全球总能耗

的25％，二氧化碳排放却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30％。

以上各项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还不高。

同样的产出，需要比别人多出数倍的资源投入，同时

还会产生更多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因素，比如我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居高不下，

2022年高达73%，且输运高度依赖地缘政治复杂的南

海海运，液化气进口比例也高达40%以上，能源安全

如同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尽快将能源消

耗转向不受控于人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安全和经

济发展质量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以“双碳”目标为约

束，坚定不移地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对外是履行大国责任，对内是优化产业和能

源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二者高度辩证统一。

四、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碳”行动是多约束条
件下的多目标寻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爬坡

过坎期，需要统筹考虑经济增长、能源安全、民生保

障、生态环境、社会稳定等多个目标；同时也会面临自

然资源禀赋、社会发展现状、科学技术水平、碳排放碳

达峰等一系列约束，以及突发疫情、自然灾害、逆全球

化等诸多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统筹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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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双碳”行动，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系统

中，基于多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寻优过程。

一方面，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高度压缩式的

发展，只用了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过

程。短时间内经济结构、贫富不均、环境污染、人口老龄

化等国内发展问题，叠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几乎

同时爆发。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煤炭、石

油等自然资源几近免费，比如石油的价格在20世纪70

年代中东战争前还不到2美元一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只有280ppm，我国开始工业化时自然资源的储量大幅

下降，二氧化碳已经达到了400ppm。这意味我们要付

出更高的经济成本，面对更大的减排压力。

更有挑战的是，我国要实现2035年规划目标，即

使按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算，也必须保持每年至

少6%的增长率。以当前中国经济体量，保持6%以上的

增速，每年GDP的增加量相当于一个全球排名前20国

家的GDP总量。因此，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必然进一

步增长。当前我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仅为15%左

右，即使到2030年如期实现占比25%的目标，我国未

来能源消费依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压

力可想而知。因此，未来的增长必须是更加低碳、更高

质量、更加均衡、更为普惠的增长。

面对复杂局面，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碳”推进之

间关系，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

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关系。必须以更小的碳排放和

资源消耗，实现更高附加值的产出和更好的发展。推

进“双碳”行动，绝不是要限制经济发展，而是要追求

更高质量、更具竞争力的发展。在这个多目标寻优过

程中，必须坚守能源安全硬底线，保障能源平稳有序

运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塑

造新的能源安全格局。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目标的加持下，实现最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双碳”为目标作为倒逼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抓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以人民为

中心。只有统筹好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碳排放、居民

生活“四个维度”，才能在多重约束条件下找到实现多

重目标的路径，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最优解。

五、科技创新是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双碳”推进
之间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将

发展从化石能源依赖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求资源低消耗、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少排放、附

加值高产出，这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实

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要统筹政策、市场和公众协同

发力，推动绿色能源卡脖子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

部署零碳和负碳排放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

污降碳协同治理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

绿色产品标准制定、温室气体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发挥科技创新在迈向碳中和进程中的战略支

撑作用。

政策端发力是政府责任所在。政府需要考虑的问

题很多，比如经济复苏、保障民生、能源安全、社会稳

定与公正，但对于碳达峰碳中和，政府首先要展示坚

定绿色转型的雄心和决心，给予市场和研发机构长远

的稳定预期和坚持投入的信心。过去在大气污染治

理、风光电力发展等方面已经展示出政策所能发挥的

巨大威力。未来政策端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很多，比

如，为关键减排技术投入早期研发资金，弥补投资缺

口；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将高碳能源或产品的生态

环境成本内部化，以提升绿色能源和产品的竞争力；

制定更严格的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和日常消费产品

的碳排放标准；通过自身强大的政府采购能力支持绿

色产品和服务获得更多市场。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是全球最大的

消费市场。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14亿公众的绿

色选择将爆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聚沙成塔，众志成

城。如果14亿人都崇尚绿色，崇尚科技，愿意为绿色低

碳、高科技的产品买单，这种汇聚而成的公众力量将

快速反馈到产品端、研发端，从而带动绿色产品、绿色

科技的全面快速提升。

总之，如何统筹好推进经济发展和“双碳”推进之

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寻优过程。

我们必须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目标，牢牢抓

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用好科技创新这个“放大

器”，破除传统思维定式，摆脱高碳发展路径依赖，加

快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在绿色低碳变革的时代浪

潮中赢得主动和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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