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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20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郑

重提出，中国将努力争取于 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按照这一目标，壳牌能源远景团队为中

国在 2060年前实现能源体系碳中和规划了一

条可能的路径。这个任务极为艰巨，中国必须

广泛开展低碳化改造，同时还要满足其经济发

展对能源的需求。

不过我们认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国

以目标为导向迅速采取行动，就可以实现这个雄心勃

勃的目标。然而，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若未能

在这十年结束之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可能需要更长

时间才能达到能源体系净零排放。

本报告勾勒了一条尽可能依靠低碳和零碳电力来推动

经济发展的快速深度脱碳路径。在难以实现电气化的

行业，则利用低碳氢能和生物燃料。为充分挖掘其能

效潜力，中国还需要促使消费者和企业选择低碳替代

品，同时大规模扩大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的能力。

社会和政策偏好将决定中国在加快发展清洁技术和燃

料、支持高能效和低碳排放选择，以及发展碳移除技

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这可能导致实际路径有所不同，

但无论在任何场景下，仍须保持各方面行动协调一致。

全面、连贯和可信的政策框架
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全面的政策框架，以推动整个经济低碳转型，加快

各行业转型步伐，形成全社会支持低碳发展的局面。产业政策可以在以

下方面起到促进变革的作用：

 ■ 促进发展新产业，如制造太阳能电池板、风电机组、电池和制氢电

解槽等；

 ■ 发展低碳工业工艺，实现重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比如，利用氢能来

生产绿色钢铁，在水泥生产设施部署 CCUS 解决方案，以及利用生
物能源生产化学品等；

 ■ 发展氢能和生物能源等低碳能源的供应渠道和供应链；以及开发面

向消费者和企业的低碳数字解决方案。

行业行动联盟
要在难以实现电气化的行业加快转型步伐，需要整个行业生态圈，包括

能源供应商、技术制造商、能源终端用户和基础设施业主，齐心协力沿

着净零排放路径前进。

城市作为变革孵化器
城市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阵地；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 75% 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是广阔的全社会能源转型的缩影，更是能源转型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写照。

推进转型进程
尽管中国已在大力推动能源体系低碳转型，但未来 40 年必须加快变革
的步伐。

了解能源转型的影响
只有清楚地认识中国能源转型带来的宏观经济、区域、行业、社会和国

际影响，才能加强其正面影响，同时管理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必要的脱

碳深度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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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能源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要相应地转变能源消费方式。诸如建筑物、道路旅客运输和轻工业

等终端能源消费行业正在大规模推进电气化进程。难以实现电气化的行业，则综合利用低碳燃料（如

清洁氢能和高级生物质能源）和 CCUS 技术等进行脱碳。

本报告描述了中国如何在 2060 年前实现能源体系净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各行各业尽可能接近二

氧化碳零排放。剩余排放则通过碳移除技术来归零。

China – CO2 emissions from all energy by point of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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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转型
从如今以化石能源为主，到 2060 年以可再生能源为主

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中国各行业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壳牌基于国家能源署历史数据作出的分析 资料来源：壳牌基于国家能源署历史数据作出的分析

2025 中国碳达峰

1. 投资建设可靠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网络；

2. 确立中国在低碳制造业的市场领导者
地位；

3. 通过氢能、生物质能源和 CCUS 实现
转型的技术示范项目实现重工业转型；

4. 开始有序实施煤炭转型退出；

5. 通过制订综合政策和建立行业联盟，
加速采取行动，并将城市作为变革的

孵化器。

加快发展清洁技术
1. 面向终端用户的发电量增至三倍；

2. 面向终端消费和制氢的电力系统规
模增至四倍；

3.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能源结构中的
占比提高到 80%；

4. 氢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份额从目前
的较低水平提高到 16%；

5. 生物资源能源化利用增加八倍，并
大幅增加生物质的商业化利用；

支持高能效和低碳选择
6. 投资提高能效，在未来 40年，
使整个经济体的能耗强度降低

一半；

7. 在 2030 年至 2060 年期间，

将政府主导的碳价格提高至少

四倍；

实施碳移除
8. 未来 40 年内，CCUS 规模增

加 400 倍以上。

壳牌编写本报告的假定场景是，到 2060 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实现碳中和，这与习近平主席 2020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标一致。本报告采用的初始数据来自壳牌《“天空”远景报告》。本简报根植于当前实际发

展动态的延伸，探索了如何通过以目标为导向的方法来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的行动方案设计基于逆向思维，从当前现实情况出发，考虑了切实可行的变革时间表。尽管其目标和假设极富挑战，但我们认为，

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仍然是支持中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然而，我们也认为，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若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能源体系净零排放。当然，

中国也可能沿着其他路径实现能源体系碳中和，这取决于中国在技术上和政策上的优先排序。对中国而言，本报告提出的目标和假设比壳牌《“天空”远景报告》更加雄心勃勃。壳牌认为，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朝着净零

排放迈进的步伐可能不尽相同，但都应当以最快速度行动，以使全社会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本报告并非对未来的设想或预测。壳牌远景报告，包括本报告，并非壳牌的战略或商业计划。壳牌远景报告是我们在制

定壳牌战略时需要考虑的诸多可变因素之一。从根本上说，社会能否实现其脱碳目标并不在壳牌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我们希望与社会同步推进能源转型进程，但只有政府才能构建框架，为成功提供支撑。荷兰皇家壳

牌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公司是各自独立的实体。为方便起见，本报告有时使用“壳牌”、“壳牌集团”和“荷兰皇家壳牌”来泛指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与此相似，文中还使用“我们”和“我们的”这样的

词语来泛指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为这些子公司工作的人们。

未来 40年的行动领域这十年中的五大关键行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