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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

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ldquo;零

排放&rdquo;。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增，

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

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随着世界经济从COVID-19危机中强劲反弹，并严重依赖煤炭来推动增长，2021年，全球与能

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6%，达到363亿吨，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其中，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就超过119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3%。2021年中国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电力需

求的急剧增加，而电力需求严重依赖煤电。随着GDP的快速增长和能源供应的电气化，2021

年中国的电力需求增长了10%，高于8.4%的经济增长。尽管中在2021年的可再生能源产量也出

现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但随着电力需求的增长超过低碳排放能源的增长，使得煤电

需求增长了一半以上。2022年7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节能减

碳方向）2022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24亿元。  

2022年9月22日，第二届&ldquo;碳中和高峰论坛&rdquo;召开并发布《中国百家上市公司碳排

放排行榜（2022）》和《中国上市公司双碳领导力排行榜（2022）》。《中国百家上市公司

碳排放排行榜（2022）》由&ldquo;总量榜&rdquo;和&ldquo;强度榜&rdquo;组成，覆盖100家高

碳排放上市公司。这些公司2021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计约51亿吨，与现阶段全国碳市场

覆盖的排放规模相当。该榜单覆盖全国碳市场将纳入的八大行业，其中，发电、水泥、钢铁

，是构成榜单的三个主要行业。这三个行业入选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29家、18家、22家，碳

排放总量分别为20.64亿吨、11.26亿吨、6.34亿吨，合计占榜单总排放量的75%，与上一年度基

本持平。  

政策层面，2022年8月17日，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2022-2030年）》，统筹提出支撑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科技创新行动和保障举措，并

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好技术研发储备。2022年8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

局、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到2023年

，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衔接顺畅的部门协作机制基本建立，相关统计基础进一步加强，各

行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稳步开展，碳排放数据对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初步建成。2022年10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

案》，要求加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标准制修订。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碳中和战略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八章。

首先介绍了碳中和的相关概念，接着分析了国内外碳中和发展环境及发展情况，然后对中国

碳中和对环保、化工、能源电力、建材、汽车、电解铝、钢铁、交通运输及金融业的影响做

了深度解析，并对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进行了详实的分析。随后，报告对国内外企业碳中和

战略布局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投资机会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

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

位若想对碳中和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碳中和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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