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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六 

构建双碳创新政策体系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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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浦江创新论坛——政策论坛以“低碳创新政策”为主题，聚焦低碳创新政策的

内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的政策理念、实现“低碳化”发展的创新政策工具、低碳目

标对现有科技创新政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对政策论坛嘉宾观点进行梳理，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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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六 

构建双碳创新政策体系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科技创新要对“低碳化”发展形成有效支撑，必须在技术和政策

两端同时发力。传统上具有领域性质的、“散点”式的能源科技政策、

环保科技政策、绿色科技政策等，已不能适应当前各国“低碳化”发

展的紧迫需求。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科技创新是实现“低碳化”发展

的有效路径，将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低碳化”发展目标，围绕实现“低

碳化”目标的“低碳创新政策”体系呼之欲出。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亟待对全球低碳创新政策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体系化探讨，以提高全球

低碳科技创新合作成效。 

一、“双碳”战略为创新政策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是压实创新政策着力点，支撑碳达峰碳中和。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旭指出，清洁技术成为各国低碳政策战略重心，

美国认为“双碳”技术创新的关键体现在：一是要借助规模效应降低

成本加速清洁技术部署，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为 2030 年后的低碳转型

提供技术支撑。例如，英国聚焦于电力、建筑和工业领域，关注核能、

氢能、海上风电、CCUS、智慧能源系统等技术研发；法国则明确聚

焦能源部门脱碳、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碳封存三个技术攻关方向。未

来清洁技术标准化成为科技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向，技术标准化是技术

大规模应用的基本前提，日本积极推进碳减排技术与设备的国际标准

制定，注重氢能、海上风力发电和蓄电池三个产业的国际标准化工作，

加速上述产业新技术的国际市场化应用，避免“技术领先、市场落后”

的局面出现。 

二是低碳领域国际竞合日益加强，需出台相关创新政策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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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领域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虽重视低碳领域国

际科技合作，但其核心是借助国际合作提升本国清洁能源科技实力，

通过绿色技术、产品出口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以期实现本国经济复苏

和产业升级。张旭指出，日本采取差异化的国际合作模式，与欧盟国

家通过国际合作致力于解决研发瓶颈，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合作则致

力于市场的开发。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指出碳达峰碳中和

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三次关键抉择，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进而引领世界的开始。全面

推进发展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既是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要求中国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一道，走

一条低排放的发展道路，因此发展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 

三是政策协调性成为推进绿色低碳战略的重要保障。张旭认为，

政策协调性成为推进低碳战略的重要保障，单一产业的碳减排政策往

往涉及多部门联合实施，政策制定的协调性有助于碳中和行动目标如

期实现。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晶指出，当前我国碳中和技术

需求紧迫、市场机制缺失、政策支持不足，技术、市场、政策存在不

同程度的“割裂”，需要不断融合、协同发力，三者的“交集”越大，

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显著，“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可能性越大。 

二、加快完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更加注重完善制度环境。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汤富强指

出，要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未来不仅要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绿色溢价，而且要加强政策引导，在政

策实践基础上加强法律等制度的规范。黄晶指出，支撑、约束、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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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类政策促进碳中和技术体系建立，2010-2020 年，光伏、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快速下降，大部分贡献来自支撑政策；为实现碳

中和目标，中国出台并不断完善系列约束政策，例如提出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的“双控”目标，在碳排放核算方法中更新电网排放标准；各

国通过激励政策等为低碳技术商业化推广提供有利环境。 

二是更加注重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原主任李

俊峰指出，双碳工作的本质是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

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还不合理，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还在深入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任务还很重。碳达峰碳

中和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打持

久战的思想准备。从海南低碳领域的发展来看，海南省科技厅副厅长

刘作凯介绍，海南省生态优势明显，一是在持续践行低碳环保，建设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推广清洁能源岛和清洁能源汽车、推行“禁

塑”工作（成为国内首个全面“禁塑”省份）、应用和推广装配式建

筑、打响“六水共治”攻坚战等；二是人文地理优势明显，温度优势、

纬度优势等适合热带高效农业和航天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张旭指出，能源领域是全球低

碳战略的关键领域，能源独立是国家安全基石和未来发展方向，能源

的地质垄断属性越来越弱，技术成本属性越来越强，能源系统集成化

是“双碳”战略的重要基础平台。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教

授德马里斯•科夫曼提出，国际特大城市、大城市能够通过自己的能

源使用方式更好地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特大城市，对实现可

持续的能源变革很关键。刘作凯指出，面向未来，海南自贸港到 2025

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

政策制度体系，到 2035 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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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加快实施“三

极一带一区”发展布局，健全平台、政策、项目体制机制，以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赋能自贸港建设。 

 

 

 

整  理：薛  雅、刘  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