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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与纽约时报商榷：中国减排努力真

的不够吗？ 

 

日前《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China Is a Climate Leader but Still Isn’t Doing 

Enough on Emissions, Report Says”的文章，介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前美国能

源官员戴维·桑德罗(David Sandalow) 最新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指南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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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报道指出“中国减排力度难以实现全球目标”，

称该报告表明“如果中国的碳排放量继续保持目前

的速度，各国将更难实现重要的气候变化政策目

标”，“即使中国的排放量在 2030 年之后减少，这

个目标也可能难以实现，除非它迅速下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各国对中国减

排的期待不难理解，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

退出《巴黎协议》之后，对中国的期许和减排行动的

关注也日益增加。笔者通读《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指

南报告》后，认为能否从报告的政策梳理中来得到

上述结论值得商榷，原因有三。 

首先，该报告中对中国现有政策的梳理不够

全面。 

基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研究，我们认为对中国减

排努力的追踪应该可以从政府层级，行业领域和政

策类型这三个维度来梳理现有气候变化相关政策，

在政府层级中，可以分别从国家、省级和城市层面

来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在政策类型中，有命令

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信息型等不同方式来推动节

能低碳；而在行业领域中，能源供应、工业、交通、

建筑和废弃物处置等行业也各自采取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相关政策。如下表所示：

 

举个例子，在梳理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可以从政策类型的视角切入，在控制命令型中，有

针对高耗能企业的节能减排准入制度以及对高耗能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而在经济激励型中，也有针

对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和碳排放权交易

等政策。信息类的政策则包括对工业企业能源的计

量、统计和监测等。 

而《纽约时报》引用的这份报告梳理和解读的气候

政策基本上是基于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五年规划和相应的温控方案

等文件，侧重于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政策，涉及

到能源、交通、城镇化、林业、气候适应和气候外交

等领域。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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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注意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已经采取

的多项政策，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另外，报告在关注

中国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同时，也对非二氧化

碳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关注，并介绍了中国在 HFCs

减排上的努力，例如对 HFC-23 减排的政策补贴和

对家用空调使用低全球变暖潜能值制冷剂 R290 的

政策支持等。其次，报告也关注了中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中的最新进展，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金融的努

力，例如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发展的支持。报告

还提及了中国在气候适应领域的政策与行动。 

从政策出台的政府层级来观察，中国不仅在全国层

面推行了一系列气候变化政策，在地方层面也通过

不同的试点项目来鼓励省市进行绿色低碳的发展和

创新。例如在低碳领域推行的低碳试点省市，针对

交通提出的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建筑领域的推

行的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以及废弃物管理中推行的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等。报告虽然提及低碳城市，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梳理中国在地方层面的政策进展。 

另外，从政策的类型来

观察，中国国内的气候

政策既有控制命令型

也有市场激励型，不同

类型的政策可以产生

不同的减排效应。但是

报告对此并没有足够

的梳理和分析。 

再则，从政策行业类型

来看，因为能源生产和

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

的主要来源，所以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梳理需要关注

能源供给以及处在能源消费终端的主要行业，包括

工业、交通和建筑等。尽管工业是目前中国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部门，但是交通和建筑领域的排放增

长迅速，报告在关注中国在能源供给和交通领域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同时，也应该把建筑领域节能减

排的政策行动列入观察范围。 

其次，判断中国未来是否能为实现全球减排

目标作出贡献的关键是要分析中国在实现碳

排放达峰之后的排放趋势。 

据我们了解，目前有不少研究机构已经对此展开研

究。根据国际能源署（IEA) 2017 年能源展望报告，

在新政策情景下，即中国实现既有及“十三五”的

政策目标情景下，中国将于 2028 年达峰，到 2040 年，

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28 年水平减少 6

亿吨，比 2017 年水平减少 3.4 亿吨。在可持续发展

情景下，即考虑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可靠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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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现代能源以及温升不超过 2 度等多重目标下，

采取更加严格的节能标准，碳交易，CCS 等政策技

术情形下，2040 年中国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可能下降

到 2001 年水平。 

中国经济转型、能源调整和技术发展的长期趋势存

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碳排放达峰后的趋势还无法

给出明确判断，目前很难回答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的

努力会对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作出多大的贡献。这是

需要研究界继续工作的课题。 

 

 

 

 

 

 

 

 

 

 

此外，全球气候治理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

已经进入了全球携手共同促进减排和温控目

标实现的阶段，不需要也不必要再开启新一

轮的互相指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纽约时报》仅仅基于《中国气

候变化政策指南报告》的发现就指责中国减排努力

不够，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本文作者陈美安女士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高级分析师。

她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中国环境治理有超过六年的研究

经验。在加入绿色创新发展中心之前，她曾在俄勒冈大学担

任讲师一职。陈女士拥有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和俄

勒冈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分析的硕士学位。）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性、

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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