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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2020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实现路径与对策》适用于从事能源、节能、低碳、环保、可持
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研究机构、低碳领域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用能企
业、节能服务公司、金融机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关注我国资源环境和绿色低碳发展问
题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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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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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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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十一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23.6亿吨标准煤增长到32.5亿吨标准煤，五
年间增长了约9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速为6.6％。
按照实现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要求，到2015年和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需分别控制在41亿吨标准煤和50
亿吨标准煤，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增加的能源消费量仍将控
制在9亿吨标准煤左右，相应的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4.8％和4.1％，分别比“十一五”下降1.8和2.5个百
分点。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实现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促进节能、发展非化石能
源的一种必然选择。
首先，按“十二五”和“十三五”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为8.5％和7％考虑（即2005～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
速为9％左右），要使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低45％，则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不能
超过103亿吨CO2，相应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需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如果届时超过这一能源消费总
量，则在考虑我国非化石能源已经接近最大潜力的条件下，额外增加的能源消费必须由化石能源来补
充，这意味着碳排放总量将难以控制在103亿吨CO2，我国政府提出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也将无法实现
；第二，从未来非化石能源发展的态势考虑，即使按照相对较高的发展潜力，到2020年包括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生物液体燃料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大致在5.6亿吨标煤左右
，而我国核电在建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未来十年即便核电能得到充分发展，到2020年装机规模也就
在7600万千瓦左右，对应的核能利用量大致在1.9亿吨标煤左右，二者相加，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
的利用规模最大限度在7.5亿吨标煤左右，如果想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15％的非化
石能源发展目标，则届时的能源消费总量也必须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下；第三，按2020年我国能源消
费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测算，在油、气供给能力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接近利用潜力的情况下，多出的
能源需求由煤炭补充，届时煤炭需求将高达40亿吨，煤炭生产量也将会接近这一水平，这种过高的煤
炭生产和消费已经给我国生态资源系统和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已经不允许再有升高；第四，
我国能源消费量达到50亿吨标煤时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将达到103亿吨CO2，如果算上其他温室
气体排放还会更高，这一排放增长模式意味着未来十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很可能将占全球增量的80
％以上，到2020年碳排放量将占全球排放总量的约30％以上，这会使我国未来在国际社会上面临远大
于当前的减排压力，因此从我国未来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需求角度考虑，也必然要求我国的能源
消费量不能再超出这一界限。
 实现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目标除了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以外，还需要大力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
少化石能源比重并优化化石能源消费内部的结构，提高天然气在化石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这样才能保
证我国单位能源的碳排放强度逐年降低，顺利将我国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3亿吨左右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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