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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承诺的政策,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望在2030年之前增加到
11,779  和13,437之间MtCO2e  (除林业以外).  这与巴黎协定中的排放路径不相
符。1

中国的自主贡献，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峰,  与巴黎协定中温控目标
不一致，会造成3°C  到4°C.的升温。2

中国虽然在建筑及可再生能源和用能效率上的进步显著，但是在大
多数部门政策上仍然与巴黎协定有差距，尤其是煤炭部门。3

中国在2017年提前三年实现了
2020年现代可再生能源装机
105GW的目标，2016年和2017
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超过全球的50%。

此国家概况系“棕色变绿色2018报告”的一部分。全部报告和其他G20  国家概况可以在以下下载:  http://www.climate-
transparency.org/g20-climate-performance/g20repor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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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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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ND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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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2012-2017年中新兴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结构中比例趋势

GDP能源强度
单位GDP一次能源供应总量，单
位以2015年每百万美元的TJ    能源
(PPP)

G20平均数: 4.72

5.76
中国

64
G20平均数:32% G20平均数: +27.9%

+144.8
中国

1

中国是否在巴黎
协定规定的温度
控制目标下？

巴黎大会后都有什
么变化？

棕色和绿色的状
态：

中国与G20国家
相比领先和落后
的地方有哪些？

中国事实2018

中国煤炭消费量在连续三年后

于2017年再度增长，为未来的
煤炭消费趋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中国在经过多年实践后于
2017年启动了全国碳市场。



背景指标:  中国

中国受气候变化影响6

此指标展示人类社会及其相关产业在2℃情景下受未来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
程度。各部门受到的影响在当前NDCs  下会引起大概3℃的温升情景下会更
高。

根据2017年ND-GAIN的自我组合(根据2016数据)

未来气候变化对谷物收成的影响

未来气候变化对每年水消费量的影响

低

low

未来气候变化对营养不良和痢疾

传播的影响

低

高

high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国家所有的生物群落的影响

低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高温时段频率的影响

低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水利发电装机容量的影响

低 高

G20 国家域值范围

G20 国家域值范围

G20

G20

G20

G20

G20

G20

G20

低

低 高

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食物需求的增长

低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年度地下水补给的影响

低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虫媒疾病传播的影响

低 高

未来气候变化对海洋多样性的影响

未来气候变化对洪水频率和严重性的影响

低 高

对未来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食品

水

健康

生态系统服务

人类栖息地

基础设施建设

16,302
源自:  世界银行2017

20,790
G20平均数中国

0.75
人均GDP4

(按照2015年美金PPP的价值计算)
人类发展指数5

低 非常高

数据来自2017  |  源自:UND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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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国家域值范围

G20 国家域值范围

G20 国家域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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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温室气体排放量

CCPI 人均温室气体绩效评分8

总排放量 (不包括.林业),    历
史及预测数据

历史排放量／除林业以外

历史排放

其他排放

垃圾

农业

溶剂及其他过程使用

工业过程

能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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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0

MtCO2e/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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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O2e
12,700

中国的排放量从1990年到2015年间增长了三倍,  人均排
放量现在处于G20  平均水平以上。自从2013以来，此
趋势大幅度减缓并会在2030年趋于平缓。能源产业是
迄今以来全国排量的最大贡献者。

源自:  CCPI2018

源自:  PRIMAP  2017;;  CAT2018

最近

发展
(2010-2015)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现今水平
(2015)

相对于两度
温升路径以
下的水平

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9

不同部门温室体排放量

燃料燃烧造成的排放(MtCO2/年)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2017年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所占比
重

9 交通

8 居民生活,    
服务业,    农
业

28 工业
(包括.  汽
车生产厂
家)

53 电力,
热力及
其他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MtCO2
9,297

源自:  Enerdata2018

中国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最
大驱动因素是能源产业
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2012年到2017年间
以8%的速度增加，比
之前的年份增速稍低。
发电及工业占最大份额。

3

中国事实2018

从棕色到绿色: G20  国家向低碳经济体转型|2018



低碳化

能源组合10

2017比重

64 煤炭

3
6
2
6
19

其他

可再生能源
(包括水利发电，不
包括.    居民住宅及
生物质能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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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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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比重,  零碳,  新兴可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供应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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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  Enerdat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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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占比及能源供给中零碳能源占比11

化石燃料成效比重12

零碳技术比重的绩效评分12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low me

当今发展
(2012-2017)

最近发展

(2012-2017)

现在水平
(2017)

当今水平
(2017)

零碳能源包括核能，水利发电，
新兴可再生能源等。
在中国,  零碳能源的比重在
2012至2017年虽然翻了超过
一番，但仍然为 8%左右,，仍
然低于G20  平均水平(14%)。

中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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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 高 非常高非常低 低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源自:  自我估计

源自:  作者计算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低碳化

源自:  Enerdata2018

新兴可再生能源13

源自:  Enerdata2018

人均能源表现评分12

新兴可再生能源的表现评分12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7A
人均能源使用量14

最近发展
(2012-2017)

最近发展

(2012-2017)
非常高

当前水平
(2017)

当前水平
(2017)

源自:  自我估计

非常低

源自:  自我估计

“新兴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
质能(除用于居民生活的传统生物质能以外)。 中国虽然仅
有2%的能源取自新兴可再生能源，但在G20  国家中保持
了最高增长速度国家之中：由于风力、生物质能、太阳能
及地热能的能源产量在2012年到2017年间增长了170%。

2017  年TPES比重

生物质能
(除传统住宅生物质能
外)

地热

太阳能0.4
0.9
0.0
0.7

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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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比重(PJ)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占全部
PJ

2%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人均一次能源供应总量(TPES)  
(GJ/人) 中国 G2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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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100   GJ/人
94

中国人均能源使用量增长了7%  
(2012–2017)    略低于G20平均水
平。

中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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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化

中国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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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一次能源总供给量的二氧化碳排
放(tCO2/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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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CO2

72

碳强度表现评分12

经济体能源强度15

能源部门碳强度16

单位GDP一次能源供应总量 (TPES)  (PPP)    (TJ/百万US$
201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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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 G20

TJ/million$
5.8

源自:  Enerdata2018

源于；自我估计

该指标量化单位GDP能源使用
量。中国能源强度快速下降了 (在
2012–2017年间下降了22%  )  比
G20  国家下降速度还要快(-11%)  
但是水平仍高于G20平均水平。

中国能源部门的碳强度轻微下降，
能源组合中化石燃料比重下降,  仍
然在72  吨CO2/Tj左右,  但是还保持
在G20  平均水平之上(59  吨
CO2/TJ).

源自:  Enerdata2018

最新进
展(2012-2017) 当前水平

(2017)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当前水平
(2017)

能源强度表现评分12

最新进
展(2012-2017)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源自:  自我估计

非常高 非常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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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化 中国

行业指标

电力行业

运输行业

建筑部门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重
(包括大水电)

用电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2017
源自:  Enerdata2018

数据2017
源自:  Enerdata2018

数据from2017
源自:  IEA2018

数据2014  |源自:  Agora    
Verkehrswende2018

数据2015  |源自:  Agora    
Verkehrswende2018

数据2015  |源自:  Agora    
Verkehrswende2018

数据来源2016
源自:  Enerdata2018

数据来源2017
源自:  Enerdata2018

数据来源2016
源自:  World  Bank2018

数据来源2014
源自:  IEA2016

依赖生物质能人口
比重

33
G20 中国

趋势:

趋势:

趋势: 趋势:

3,
9

20

G20平均

趋势:

数据2015
源自:  PRIMAP  2018

工业排放强度
(tCO2e/千US$2015    部门
增加值 (PPP))

数据2015
源自:  FAO2018

133

数据2015
源自:  PRIMAP  2018

农业排放强度
(tCO2e/千US$2015    
sectoral  GDP(PPP))

林业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

数据2016
源自:  Enerdata2018

G20平均

0.50
G20平均:0.357

0.81
G20平均:0.95

建筑部门人均排放
(吨CO2/人)

100

-20%

+21%

+50%

+18%

+29%

-12%

公路

铁路

内陆河运

航空

管道

趋势 降低 增长

电动汽车在新车中市场
份额
(%)

2.20
汽车保有量
(千人拥有量)

83

26
G20 average:24%

趋势: -17%

人均电力需求
(kWh/人)

4,101

此趋势数据表示有数据情
况下过去五年内的发展

货运交通
(吨公里)

相比于1990年的森林
覆盖面积(%)

电力部门排放强度
(gCO2/kWh)

634
490

G20平均

0%

人均交通部门排放
量
(吨CO2/人)

1.130.63

0.480.38

客运交通
（人公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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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

根据2018年联合国框架公约的自我汇编

减缓
目标 总体目标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峰并努力提前
做到
•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2005年水平的
60%到65％。
覆盖范围

•覆盖产业部门:未明确
•所涉及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
•国家排放量比例:  未明确
分部门目标
•能源: 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在2030年
达到20%。
•森林:在2030年前把森林储蓄额在2005年程度上提升至
45亿平方米

行动 明确行动 (部门:  能源,  工业，建筑,  交通,  
林业,垃圾)

适应
目标 未提到

行动 明确行动 (部门:  基础设施,  水,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  林业,健康)

金融
条件 自主贡献没有对国际金融支持提出条件

投资需求 未详细指明

行动 国家行动和明确的金融现金流一致（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杠杆及公共花费）

国际市场机
制

未提到

气候目标与巴黎协定中所定目标对比2

国家自主贡献(NDC)

气候行动跟踪器(CAT) 对NDC2的评估

极端不
充裕

高度

不充裕
不充裕 2°C 巴黎协定

规 定 的
1.5°C

典范目标

尽管2017年煤炭使用量、油气需求量上升，使得中国二氧化碳排
放量高于2014年水平，成为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仍会提前完成其
自主贡献的减排计划。由于中国没有足够把温升控制在两度或者
一点五度以下的承诺，气候追踪器CAT把中国的自主贡献评分为“高
度不充分”。在2017年,中国宣称其已经完成其2020年降低GDP碳
强度到低于2015年水平的45%，而且期望在2020年前把它降至
50%。

-3,000

3,000

0    

9,000

6,000

各产业部门总排放量(MtCO2e/year)

15,000

12,000

总排放量(除林
业外),
历史及预测数据

历史排放量／除林业以外

气候行动跟踪器相对应
的2°C  与巴黎协定中对应
的1.5°C  排放域值

减排目标下最大排放量

减排目标下最小排放量

Source:  CAT2018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Source:  CAT2018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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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

低 中等 高 领跑者

2050年及以后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

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

近零能源
新型建筑

高低 中等 领跑者

净零森
林退化

!
电力部门的可
再生能源

去化石燃料驱
动的低排放
汽车

! 兴建低碳新型
工业

政策评估17

该评分列出了一系列为实现1.5度稳控目标及对长期转型
可以预见的政策。但这些评分并不完整。

中国没有205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但是计划在2020年前装机容量
达到680GW。中国借助太阳能关税补贴，希望早日完成其2020年
太阳能目标，但中国政府决定削减2018年补贴额度。

中国政府还没有去煤炭的计划，但是计划在2020年前将能源
结构中把煤炭的比例从64%减少至58%。政府在2016年推出
了严格的新煤电机的控制要求来控制电力供应过剩的省份。
中国的空气污染政策最近通过“中国2018-2020年大气污
染行动”收紧了，从而减少了煤炭的使用量。2019年政府
会在电力部门开启碳市场的试点。

中国没有禁止化石燃料LDV汽车的目标，但出台了严格的燃料
效率的规则标准－－对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是全世界最高的，
新的上限交易制度需要汽车生产商生产最低12%的零排放或
低排放汽车，并且在2020年前每年要销售2百万辆电动汽车。

政府致力于把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率在2020年前提高到20%，并在
城市地区建造了50%的新建绿色建筑。在2030年前，30％的新建
筑及改造建筑将会实现近零排放。

对于前10,000  能源消费企业中,  有节约能源和低碳发展的相关项
目。

中国决心把森林覆盖面积从2016年的21.7%增加到2020年的
23%。

低 中等 高 领跑者

低 中等 高 领跑者

low medium high frontrunnerlow medium high frontrunner

！根据排放大小和政治相关性的重要措施

图例:
低：未采取行动
中等：有些行动
高：显著行动且具有前瞻性
领跑者：显著行动,  且对于1.5度目标具有前瞻性

温室气体目标和长期战略:  中国一般有五年规划，但现在在准备
长期低排放战略，包括2050年的减排目标。

交通 建筑

工业 森林

电力部门

! 去煤炭
低 中等 高 领跑者

源自:  自我估计

中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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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

CCPI 专家政策评估’18
由于中国在努力在国际气候外交中扮演领导角色，所以中国专家
认为中国的国家气候政策变现评分很高，因为政府颁布了很多推
动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颁布了去化石能源补贴及减碳计划，
所以专家也给国家气候相关政策很高的评分，然而, 国际专家指
出中国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可再生能源的自主贡献目标不
够激进。

即刻转型19

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的排放趋势说明可能在2014年二氧化碳
（包括能源和工业部门）达峰了。中国的能源转型战略和大气污
染物政策都为改变污染物趋势做了贡献。主要的长期国家政策包
括： 1) 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发展。在2016及2017年，中国新太阳
能光伏容量占国际新增光伏装机容量的一多半。2017年 三代核
能发电机组开始运行，并会继续运行下去。

2) 煤炭使用上限管制。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强烈要求高排放的各省
市使用清洁能源让煤炭使用量达峰。

3)提倡节约能源减少能源需求量增长。

减少煤炭使用能够影响相关产业的就业率。
有将近三百五十万工人在煤炭开采业作业。随
着2013年到2016年的关闭过度产能过程中，
将近一百三十万煤炭工人不得不转移到其他
产业部门。

非常高

高

中等

低

非常低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CCPI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际气候政策评估

国内气候政策评估

CCPI 气候政策评估(2018)

源自:  CCPI2018

中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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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注资

0.000

0.001

0.002

0.004

0.003

0.005
明确的碳定价收入(US$billions)

2007 2010 2013

n 金融政策及管理

转型中的财政政策

关于实施气候相关财务披露（TCFD）任务组建议的方法

通过政策及管理，政府可以克服为募集绿色融资带来的潜在挑战，其中包括：实
际的和潜在的挑战，投资回报率低、能力和信息的差距等。

该指标确定了政府参与G20金融稳定
委员会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
组建议的程度。

财政政策提高公共收入和引导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反映价格的外部性，
把投资决策和消费者行为引向低碳，气候适应性活动。

化石燃料补贴

2016年,中国的化石燃料补贴达到了119亿美元，
但自2007年以来波动幅度很大（63亿美元至
335亿美元）。从2007年到2016年，补贴
（0.001美元/单位GDP ）低于G20平均值
（0.003美元/单位GDP）。补贴主要针对消费
（87％），通过直接预算支持和免税。最大的
补贴是向最易受价格上涨影响的人提供的石油
提价后的补贴（2016年为80亿美元）。

化石燃料补贴(US$  billions)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07 2010 2013 2016

没有施行TCFD 政治监督参
与

与私人部门正式
接触

发布规章及
行动方案 编入法律

源自:  OECD/IEA2018

碳交易收益
中国有几个地方排放交易计划，但基本上没
有进行收入评估。 2017年，政府推出了一
项国家排放交易计划，旨在覆盖30％的国内
排放（在电力部门），自2013年以来在9个
省市（包括各个部门）实施了地方试点计划。
排放价格在1美元到8美元/吨二氧化碳之间。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启动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指南”，动员并投资绿色行业，包括为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
制度。成立了绿色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和监管网络来推进金融部门气候风险管理。

中国

CO2

11

只有2016年的估计数可
用于三个地方级计划。

2016  2017  源自:  I4C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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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融资

电力部门的国家和国际公共财政21

国际公共支持

多边气候融资贡献3

n 公众融资 政府通过其公共金融机构引导投资，包括通过国内外开发银行和绿色投资银行。发
达国家20国集团也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公共资源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规定的义务中的关键部分。

2013年至2015年，中国的公共财政机构
在国内外电力部门的年平均支出为211亿
美元，绿色为14亿美元，灰色为126亿美
元。最大的交易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给巴
基斯坦卡拉奇核电中心的贷款（65亿美
元），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向阿根廷核电
贷款（51亿美元）。

中国未列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附件二，因此没有正式义务提供气候融
资。尽管如此，中国还是通过全球环境
基金（GEF）信托基金提供了减缓融资。
在其向UNFCCC提交的双年度更新报告
（BUR）中，中国还把有关其南南合作的
信息包括在内。报告特定年份此类捐款
的规模和性质的表格数据未包括在BUR中，
因此此处未报告。虽然中国可能通过多
边与其他开发银行将国际公共财政用于
应对气候变化，但本报告并未将其纳入
其中。

2013	  -‐ 2015年电力财务平均年度 (US$billions)

棕色 绿色 灰色

中国 60%

对电力部门的公共融资总数的
总比重

36%

67%
4%

23%

10% G20
0

5

15

10

20

25

源自: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2017

源自:  Country  reporting  toUNFCCC

来自主要多边气候资金的捐
款
注意:请参阅技术说明，了解所包含
的多边气候基金以及将数量归于各
国的方法

源自:  Climate  Funds  Update2017

提供气候融资的义务

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

年平均贡献
(mn  US$,2015-2016)

n.a.

资助的主题

减缓 适应
交叉

其他

n.a. n.a. n.a. n.a.

年度平均贡献
(mn  US$,2015-2016)

1.23

资 助 的 主 题

适应 减缓 交叉

0% 100% 0%

棕色

灰色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项目（及相关基础设施）

大型水电，生物燃料，
生物质，核能，焚烧，输送，
配送，储存，能源效率，其

他一般电力支持

可再生能源项目（不
包括灰色融资）

绿色

中国

YES N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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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20

1）根据现行政策，2030年温室气体（GHG）排放未来发展的预测基
于气候行动跟踪（CAT）估算。

13

2）CAT是一项独立的科学分析，追踪全球商定的目标，即将升温控
制在2°C以下，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1.5°C。 CAT“努力分享”评估
方法应用最先进的科学文献，介绍如何比较政府工作的公平性和

（预期）国家自主贡献（（I）） NDC）关于符合“巴黎协定”的减
排水平和时间的提案。对一个国家NDC的温度影响的评估是基于所
有其他政府都会遵循相似的目标水平的假设。

3）此评估基于本国家概况第9页的政策评估。

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法是将GDP与年中人口数字
相除。 GDP是指某一年内某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
的价值。这里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的GDP数据。 2017年的数据。

5）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综合
指数。它是人类发展关键方面平均成就的总结衡量标准。一个国家的
寿命越长，教育水平越高，人均GDP越高，得分越高。

6）ND-‐GAIN指数总结了一个国家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的脆
弱性，并结合其准备提高抵御能力。本报告仅将暴露指标视为六
个部门ND-‐GAIN指数脆弱性部分的一部分。它显示ND-‐GAIN提供的
曝光分数，从低（分数：0）到高分（分数：1）。

7）该指标涵盖所有京都议定书气体，显示每个IPCC源类别（能源，
工业过程，农业等）的历史排放。截至2030年的当前政策情景下的排
放预测（不包括林业）来自气候行动跟踪器，并根据PRIMAP的历史
排放量进行调整（参见布朗到绿色报告2018技术说明）。

8）温室气体排放评级来自2018年气候变化绩效指数（CCPI）。
“当前水平与远低于2°C的途径相比”的评级是基于下半年温室气
体中性的全球情景。世纪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融合方法。

9）二氧化碳排放仅涵盖按部门划分的化石燃料燃烧（煤，石油和
天然气）排放。它们是根据UNFCCC方法计算的（符合“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10）此国家概况中显示的总一次能源供应数据不包括非能源使用价值。
住宅用固体燃料生物质具有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并在“其他”类
别中显示。

11）零碳燃料包括核能，水电和新的可再生能源（非住宅生物质，
地热，风能，太阳能）。

12）气候透明度评级评估整个G20的相对表现。高得分反映了气候保
护方面的良好努力，但不一定与1.5°C兼容。

13）新的可再生能源包括非住宅生物质，地热，风能和太阳能。由
于其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包括住宅用水电和固体燃料生物
质。

14）人均一次能源供应总量（TPES）显示与一个国家人口相关的历
史，当前和预计的能源供应。除强度指标（TPES	  /	  GDP和CO2	  /	  TPES）
外，人均TPES也表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效。根据低于2˚C的限制，
人均TPES不应超过目前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仍被
允许将其能源使用扩大到目前的全球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必须同

时将其减少到相同的数量。

15）每GDP的TPES描述了一个国家经济的能源强度。该指标通过计
算生产一个单位GDP所需的能源来说明能源使用效率。这里使用了
PPP的GDP数据。该指标的下降可能意味着效率的提高，但也反映
了结构性经济的变化。

16）一个国家的能源部门的碳强度描述了每单位总一次能源供
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指出了化石燃料在能源供应中的份额。

有关源和方法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技术说明：
https://www.climate-transparency.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Technical-Note_data-sources-and-
methodolo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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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续) G20

注释17) 规则描述

低 中等 高 领跑者

2050及以后温室气体目
标

对2050或之后无减排目标 对2050及今后有减排计划 对2050及今后有减排计划且
有清晰分步行动

减排计划是把温室气体在2050
年前降低至近零排放

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 无长期低排放战略 有长期低排放战略 长期低排放战略包括清晰分
布或分部门计划

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长期低
排放战略，向全面低碳化过
渡；包括分步骤及分产业目
标，以及已有施行方针，管
理贯彻整战略的实施

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 Allianz  Monitor 2018 Allianz  Monitor 2018 Allianz  Monitor 2018 Allianz  Monitor 2018
Category  1.2  (目标)及 Category  1.2  (目标)及 Category  1.2  (目标) and Category  1.2  (目标)和
2  (政策),  平均0-25 2  (政策),  平均26-60 2  (政策),  平均61-100 2  (政策),  61-100  以及

2050年前100%  可再生能源在
电力部门发电量的目标

去煤炭 没有现行去碳政策也不考虑
制定

有强有力去碳政策或政策在
考虑制定

去碳政策已决定并已施行 有与1.5度相匹配的去碳政策

去化石燃料汽车

（LDVs）
对LDV车辆无排放规则 有对LDV车辆的排放规则 有现行约束化石能源机动车

的规定
在2025/2030年禁止化石能源机
动车使用规定

近零排放新建筑 无低碳排放建筑现行标准 建筑规定、标准,或对低排放
选择的财政刺激

国家近零排放建筑排放战略
（对新建建筑）

国家在2020/25年前实现近零
建筑排放战略

创建低碳新工业 无政策或对工业生产的能源
效率规定的资助出台

有对工业生产过程的能效法
令（覆盖至少两个国家下级
产业，如水泥和钢铁生产）

有对高排放产业低碳化的新政
策

有最大化能效、对高排放部门
在2020年后的政

净退林 没有减少退林的经济刺激 有减少退林的经济刺激政策或
资助方案出台

有零退林的国家目标 有2020年达到零退林或增加
森林覆盖面积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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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巴黎协定”和“气候行动跟踪报告”（2016年）通报了评级
政策的选择和1.5°C兼容性的评估：“将升温限制在1.5°C的十
个最重要的短期步骤”。下表显示了用于评估国家政策绩效的
标准。有关用于此评估的来源，请参阅2018年棕色至绿色报告
技术说明。

18) CCPI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国家专家对标准化问卷的反馈，评估一个
国家在国家气候政策以及国际气候外交方面的表现。

19) 有关用于此评估的来源，请参阅Brown	  to	  Green	  2018技术说明。
20) 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研究所（CISL）于2018年初审查了

G20成员国的国家监管机构在使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建议与其国家背景相关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关评估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2018年棕色至绿色报告技术说明。

21)这些数据包括双边公共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发展金
融机构，海外援助机构，出口信贷机构以及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
该分析忽略了通过金融中介和大量多边开发银行（MDB）发展政
策融资提供的大部分融资（由于缺乏电力财务卷的清晰度）。由
于缺乏透明度，G20政府参与的其他重要多边机构未被涵盖。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2018年棕色至绿色报告技术说明。

22) 通过多边气候基金提供的资金来自气候基金更新，这是ODI	  /	  
Heinrich	  Boell联合基金会数据库，通过主要多边气候基金追踪支
出。有关多边气候基金的概述，请参阅2018年棕色至绿色报告技
术说明以及将批准的金额归于各国的方法。

23)双边融资承诺来自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的双年展。
金融工具报告来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 委员会;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2018年棕色至绿色报告技术说明。数字代表承诺官方发展
援助（ODA）资金用于项目或计划，而不是实际支付。

中国事实2018

棕色变绿色: G20  国家向低碳经济体转型|2018



气候透明度

http://www.climate-transparency.org/g20-climate-performance/g20report2018

资助人：

合作商：

数据合作方:

由以下单位支持

根据德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联系人:

姜克隽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kjiang@er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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