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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

标）的提出，在国内国际社会引发关注。

前不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上线交易，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建设

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创

新，有助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全球范围内能源及产业发
展低碳化趋势已经形成

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通俗来讲，碳达

峰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某一年达到了

最大值，之后进入下降阶段；碳中和则

指一段时间内，特定组织或整个社会

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植树造林、

海洋吸收、工程封存等自然、人为手段

被吸收和抵消掉，实现人类活动二氧

化碳相对“零排放”。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二氧化碳过

度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

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导致全球变暖，加剧气候系统的不稳

定性，导致一些地区干旱、台风、高温

热浪、寒潮、沙尘暴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强度

增大。碳排放与能源种类及其加工利用方式

密切相关。目前，全球范围内能源及产业发展

低碳化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各国纷纷出台碳中

和时间表。

我国近年来减排成效显著，2019 年碳排放

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8.4%。我国主动提出“双

碳”目标，将使碳减排迎来历史性转折，这也是

促进我国能源及相关工业升级，实现国家经济

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双

碳”目标不是要完全禁止二氧化碳排放，而是

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促进二氧化碳吸

收，用吸收抵消排放，促使能源结构逐步由高

碳向低碳甚至无碳转变。实现“双碳”目标，是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而能源革命将

是这场系统性变革的重中之重。

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
导、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

就我国而言，当前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

能源的利用过程。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

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显示，能源活动是我

国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约占我国全部二氧

化碳排放的 86.8%。能源活动中，化石

能源又占重要地位。

能不能不用或少用化石能源来解

决碳排放问题？人们将目光投向可再

生 能 源 。 太 阳 能 、风 能 、水

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其

利 用 过 程 不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

对 环 境 更 为 友 好 。 近 年 来 ，

我 国 积 极 布 局 可 再 生 能 源 产

业 。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 十 三

五”期间，我国水电、风电、光

伏 、在 建 核 电 装 机 规 模 等 多

项 指 标 保 持 世 界 第 一 ；截 至 2020 年 底 ，我 国

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增至 10.83 亿千瓦，占

总装机比重接近 50%。

虽然发展可再生能源取得一定成绩，但要

替代化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主

体，还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存在能量

密度低、时空分布不均衡、不稳定、成本较高等

特点，成为其规模化应用的瓶颈。未来一段时

间内，化石能源仍将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发挥重

要作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

大规模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经之路。

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核能，

是我国现阶段使用最多的五大能源。在“双

碳”目标指引下的能源革命，意味着要将传统

的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

能源为主导、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进而促进

我国能源及相关工业升级。

破除能源之间的壁垒，促进多能互补、取

长补短，提高能源整体利用率，这是能源变革

势在必行之举。以石油和煤炭为例，我国石油

资源短缺，且存在基础石化产品不足，制约下

游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的问题；而我国煤炭资源

约占化石资源总量 95%，如果能以其为原料制

取清洁燃料及基础化学品，将成为缓解石油供

应压力和弥补石油化工缺陷的补充途径。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发展
新格局

发展大规模储能技术，提高可再生能源占

比和利用效率。大规模储能是可再生能源充

分开发利用的必要技术支撑，能够有效解决电

网运行安全、电力电量平衡、可再生能源消纳

等方面的问题。以储能“新秀”全钒液流电池

为例，其利用不同价态钒离子之间的可逆相互

转化，完成充电、放电、再充电的循环过程，即

可实现化学能和电能之间的“定制”转化，如同

电力“银行”，潜力巨大。只有在大规模储能技

术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才能为可再生能源的

大规模储用铺平道路。

发展多能融合、规模应用的关键技术。仍

然以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产业为例。通过煤

化工生产烯烃、芳烃等大宗化学品，形成对石油

化工的有效补充。

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一方

面，类似钢铁、水泥、化工等排碳大户，其碳排

放主要与工业生产工艺相关，因此必须突破工

业流程再造的关键瓶颈及核心技术，方可实现

这些行业的碳减排。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攻

关，将化石能源中宝贵的碳基分子转变为化学

品和新材料，寻求化石能源高值、高效、清洁转

化的新路线。

我国已积极进行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的研

发与攻关部署。比如，科技部依托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

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储能与智能电网

技术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碳中和相关研究，并

将启动“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

项。中科院已经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

认证及相关问题”“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

关键技术与示范”等项目，并成立洁净能源创

新研究院，启动“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

示范”先导专项，进一步推进多能融合关键技

术示范与应用。在这些部署统筹牵引下，我国

已经实现了一些对“双碳”目标共性支撑技术

的创新，为各领域减排提供持续支持。如氢能

及储能技术、先进安全核能技术、二氧化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等。2020 年 10 月，

千吨级“液态阳光”合成示范项目成功运行，该

项目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电解水生

产“绿色”氢能，并将二氧化碳加氢转化为“绿

色”甲醇等液体燃料。凡此种种，均是我国实

现“双碳”目标的有益技术探索。

我国能源应用场景复杂，可选取典型区

域，根据地域特征，针对性地推进跨领域集成

示范，探索以技术创新引领能源革命的路径与

模式，以点带面形成低碳发展新格局。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也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积极

推动技术创新，充分调动科技、产业、金融等要

素，通过全社会的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够推

动能源变革、实现“双碳”目标，将绿色发展之

路走得更远更好。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左图为煤基乙醇工业示范装置；题图来自

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碳达峰”与“碳中和”—

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刘中民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学习时指出：“要注重

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

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

信 、可 爱 、可 敬 的 中 国 形

象。”陈晋的新作《问答中

国：只要路走对，谁怕行程

远 ？》（以 下 简 称《问 答 中

国》）不仅通过问答形式全

面介绍中国，还展现了中

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

精神力量。

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入

手 ，是 这 本 书 最 大 的 特

点。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

台中央，引起广泛的关注：

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

巨大的成就？如何看待中

国 的 变 化 ？ 由 于 社 会 制

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

表达习惯等差异，讲好中

国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需要找到讲述者和

倾听者的碰撞点，特别是

要捕捉到国外读者面对中

国发展变化时产生的种种

疑问。正如作者在后记中

所言：“人们阅读中国，感

知中国，常常是从问题开

始的”。作者从大量问题

中梳理、挑选、归纳出关于

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

共产党、中国文化、中国同

世界的关系等具体问题，

以此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

线索。这些问题找到了我

们想对世界说的和外国读

者想知道的、有疑问的、有

困惑的交集。问题之间相

互关联，有着紧密的逻辑

关 系 。 通 过 回 答 这 些 问

题，引导读者建立起较为

客观、全面的认识。

《问答中国》从受众的

角度去寻找回答问题、讲清道理的方式，达到解疑释

惑、交流沟通的效果。本书取材涉及新闻报道、出版

书籍和历史事件等。这些事例搭起沟通交流的桥

梁，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作者以讨论、引导的方

式告知读者，从“寻找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角度出

发。以“短实新”的笔法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把我们的制度特点、历史文化传统、对世界的态

度等娓娓道来。这样回答问题、讲清道理的方式，让

读者愿意听、感到亲切；听得进、感到真实；听得懂、

感到可信，从而赢得读者的理解、尊重和认同。作者

对党的历史经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等做出准确又深入浅出的阐释，对国内外读者来

说都易于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对讲故事的人有很高的要求：要

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要有严谨的学

风和渊博的学识，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要了

解中国、懂得中国，要对中国现状和历史有比较系

统、透彻的把握和认识，还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读

者的心理。《问答中国》中的提问涉及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涉及中国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涉及世界历史和文化等方面。

作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凭借对党史的深入研究，

凭借创作激情和文字修养，对这些问题做出妥帖又

言简意赅的回答。一问一答之间，让读者感受到中

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期待有更多作品，在努力塑造好中国形象上不

懈探索，用严谨的学风和生动的笔触，让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跃然纸上，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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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1.《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的中国

能源革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壳

牌国际有限公司著；中国发展出版社

出版。

2.《中国至 2050 年能源科技发展

路线图》：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

究组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3.《氢燃料电池》：衣 宝 廉 、俞 红

梅 、侯 中 军 等 著 ；化 学 工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

“讲给孩子的百年梦想”丛书：明鉴、周其星

主编；海天出版社出版。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雄故事。该丛书共 7
卷，讲述 70位英烈、楷模、名家、大家的人生故事，

将爱国情怀和崇高精神传递给少年儿童。

《古典植物园——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

美》：汤欢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以四季为线索，介绍了 40 余种花草。

既含草木之学，也有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相

关内容及作者的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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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从受众的角度去寻找
回答问题、讲清道理的方式，达
到解疑释惑、交流沟通的效果

中东地区何时可以实现持久和平与稳

定，牵动着世界的目光，牵动着全世界和平爱

好者的心。有一位人民日报记者，背起照相

机，穿上防弹衣，在 3 年多的时间里，从埃及

到利比亚、从的黎波里到大马士革，东奔西

走、左冲右突，历经艰难险阻。他在战火中发

出一篇篇带着硝烟、沾着血泪的深度报道，向

读者全面、深入、系统、细致地展现伤痛、激荡

和变化中的中东；他不仅忠实记录下这段历

史，还以中国视角和正义立场，对其进行深入

思索和理性剖析。捧读《坚守战地 1200 天》

（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深感这份来自一线、

鲜活冷静的战地纪实弥足珍贵。

本书作者焦翔是党报记者，也是“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

号的获得者。荣誉背后，他认为自己只是忠

实履行记者的神圣职责。本书封面上，湛蓝

的天空与战场废墟形成反差，更与弓身疾奔

的画面人物形成强烈静动冲突。弓身疾奔，

正是作者在战场一线履行记者职责的身影，

也是奋力向前的记者本色的体现。

对于书中的每一章节，作者不以所见所

闻而以所思所感为标题，再次提醒读者，这

是一名记者的生动记忆和深入思考，而非事

件的编年记录。翻开正文，紧张气息扑面而

来。1200 天的中东故事就此揭开帷幕，战地

画卷徐徐打开，把读者带进曲折起伏的硝烟

岁月。

从书中，我感受到党报记者勇敢的心。

没有这颗心，当战火燃烧时，即使不启程回

国，也可以躲在安全掩体后作有限的报道；没

有这颗心，回国之后完全可以不再上前线，但

是作者在耳朵已被枪炮震伤的情况下，接到

号令依然即刻整装出发。有了这颗心，拿到前

往利比亚的签证，就抑制不住心跳加速；有了

这颗心，全然不顾危险，奋力抢回拍下珍贵画

面的相机；有了这颗心，虽然每天夜里听着枪

声、炮声和频繁响起的救护车鸣笛声，第二天

大清早依旧飞奔战地；有了这颗心，才能在白

天站在阳台上观察楼下正在进行的巷战，忘

记“子弹不长眼睛”的警示。

从书中，我感受到党报记者理性的笔。

作者深入实地、遍访人物、广结众友，倾听上

至政府官员、下至小贩难民的真实想法，梳理

历史的经线与国家现实的纬线，提出关于世

界、地区、人物、事件的看法，用事实说话、以

证据推理，观点水到渠成。这些建立在真实

观察基础上、经由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被抽

取放在章首节首，清晰明了，读罢全书让人不

由得点头称是。

从书中，我感受到党报记者温情的眼。

作者以文字和镜头记录的，既有战争带来的

凄凉、战争对人间美好的摧毁，也有跨越国别

的人间真情。大马士革老城简版的婚礼，隔

着玻璃弹孔向作者投来的笑容，家园解放后

乘车返回的孩子们充满期盼的双眼，手持蜡

烛祈祷的儿童，怀抱婴儿、泪眼蒙眬的妇女

……一张张照片震撼人心。这一个个瞬间，

被作者友好、乐观、温情的双眼和手中的镜头

捕捉。

从 书 中 ，我 感 受 到 党 报 记 者 勤 奋 的 脚

力。勇敢奋进的心、聪慧理性的笔、温情友好

的眼，离不开奋力向前的双脚。哪里有爆炸、

哪里有冲突，双脚就奔向哪里；哪里有新闻、

哪里有焦点，相机便举到哪里。1200 天在历

史上只是弹指一瞬间，但上百万字文稿、6 万

多张照片，却是一位记者用双脚奔跑出来的

沉甸甸的收获。

《坚守战地 1200 天》奉献给读者一份生动

丰富的战地纪实，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党报记

者的青春无畏、奉献无悔、求索不止、奋斗不

息。期待新闻战线有更多这样的青年力量奋

发作为，更好肩负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

责使命。

（作者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坚守阵地 肩起职责
——读《坚守战地1200天》

徐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