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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Climate innovation: The key to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文 / 唐伟珉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

最新报告，在未来5年中，有80%的可能性

至少有一年的全球年平均温度将比工业

化前水平暂时高出1.5℃。这是一个严正警

告：我们正日益逼近《巴黎协定》所设定的

1.5℃的气候变化目标。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同意将长期全

球平均地表温度保持在远低于高出工业化

前水平2℃，并努力到本世纪末将其限制在

1.5℃。科学界一再警告，升温超过1.5℃有

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和极端天

气。即使以目前全球升温的水平，也已造成

了毁灭性气候影响——这包括更多的极端

热浪、极端降雨事件和干旱，冰盖、海冰和

冰川减少，海平面上升和海洋变暖加速。

气候创新（Climate Innovation）

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出路
国际谈判、资金和技术被公认为是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个支柱。代表国际政

策层面的气候谈判，却迟迟未能达成进一

步明确的目标。气候峰会谈判进程停滞不

前，而气候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成员国之间

的谈判节奏、谈判成效明显跟不上气候恶

化的速度。成员国怠惰、推脱的态度使得谈

判一次次陷入僵局，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迟迟

达不成合意，导致气候峰会难以进入实质

性谈判阶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3年

11月发布的《2023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

各国必须采取比目前在《巴黎协定》中承

诺的更强硬的减排措施，且到2030年，全

球碳排放量必须下降28%—42%，才能达

到《巴黎协定》的升温控制目标。按照各国

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到2100年，地球

将面临灾难性的升温，幅度将达到2.5℃—

2.9℃。若不加大力度而是维持现有政策和

减排努力，全球暖化幅度将达到3℃。

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资金也迟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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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到位。发达国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就做出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但迄今尚未完全兑现。发达国

家未能按时实现这一气候资金目标一直是联合国气

候谈判中的一个痛点，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贫穷

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事实上，即使每年100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

也是不够的。UNEP在2023年11月发布的 《2023年

适应差距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每年

所需资金约为2150亿—3870亿美元。而2021年，这

些国家从发达国家收到的支持资金仅有210亿美元。

COP27报告则提及，仅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就

需要2.4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实施气候行动。其中1万

亿美元需要来自外部融资，包括来自发达国家、多边

机构和投资者的援助融资。

真正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还要依靠跟技术有关

的创新——气候创新（Climate Innovation）。实现碳

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支撑这一

变革的根本动力来自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

社会全面低碳化，包括各类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

碳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

融合。

随着全球变暖对人类环境带来的威胁越发严峻，

跟技术有关的气候创新成为我们应对这一挑战的重

要武器。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强化碳汇能力，从智

能能源系统到气候适应，多层面的技术创新展现了人

类利用先进技术对抗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智慧。 

全球气候创新的趋势
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碳中和，只能依靠

科技创新。碳中和目标引导人类开发低碳、零碳及负

碳技术，这种使命导向的技术创新模式（Mission-

oriented）将成为气候创新的主导模式。欧盟委员会

明确指出，气候创新是向气候中和转型的关键推动因

素。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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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

也都强调了低碳科技创新的根本性作用。科技创新

的需求将引导政府部门和社会加大投资，从而带来技

术变革，推动新型能源系统、建筑系统、交通系统的发

展，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和新的发展方式。

气候创新的重点技术领域集中在能源转型、

CCUS、数智化等领域
全球能源转型以全面电气化为引领，通过构建以

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整个社会的

低碳转型；其次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制备绿氢、绿氨、绿

醇，再以这些物质为零碳载体，进一步推动钢铁、石

化、化工、农业、航空、海运等高排放行业的脱碳。

碳捕捉、封存和利用（CCUS）技术正在全球范

围内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这些技术从根本上

捕捉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CO2，甚至直接从空

气中捕捉CO2 （直接空气捕捉方法，DAC），直接减

少大气中CO2的浓度。例如，通过化学方法或生物工

程途径将CO2捕捉并转化为建筑材料或工业原料，这

些技术不仅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还推动了循环经济

的实践。

除了传统的技术创新，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也在气候创新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智化技术还可以与能源技术、

材料技术深度融合，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排放、增加

生产力、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以及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等

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气候创新离不开各种政策的支持
各国政府的低碳发展战略都将推动气候创新和

产业发展作为实现低碳转型和气候目标的重要抓手，

并为气候创新和产业应用提供各类政策支撑，以持续

推动气候创新投资和创新环境的建设。

例如，美国于2022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被认为是集中体现

其气候目标的重要产业政策，该法案将在十年内提供

3690亿美元支持美国在新能源和电动车领域的创新

和产业化。

欧盟在2021年7月通过了“Fit for 55”一揽子

减排计划，确定了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

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55%的目标。这一揽子政

策旨在为达成欧盟的气候目标提供一个连贯的政策

框架，其中就包括保持和加强欧盟工业的创新和竞争

力，巩固欧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领导地位。

各国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还包括设立重点技术

创新基金、统筹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管理和研发平台、

整合研究资源投入以及其他改善创新和创业环境的

政策。

气候创行者项目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

公益组织之一。WWF很早就意识到了具有巨大潜力

的创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应用，是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的一个工作重点。因此，WWF发起了气候

创行者项目（Climate Solver），旨在为那些具有变革

性潜力的低碳创新技术在推广阶段创造有利条件，以

帮助其实现快速的全球应用。

    作为对企业完全免费的公益性项目，WWF希望

通过气候创行者项目，识别和解决低碳创新在技术研

发与扩散阶段的关键几步中所面临的问题、壁垒和挑

战，与特定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企业家、投资者和决

策者）一同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促进企业在全球发

展和推广气候创新方面能力的提高。

气候创行者项目是WWF在低碳技术创新领域

的旗舰项目之一，已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推

广。自2011年引入中国以来，中国气候创行者项目每

年都会征集和甄选中国最具有环境和商业价值的低

碳创新技术，已经从超过1000项征选项目中评选出

62项创新技术并进行了推广。 

目前，经过重新战略打造之后的气候创行者项目

（Solver 2.0）正式推出。它将为中国的气候创新技术

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气候技术加速和赋能平台，通

过WWF国内外的网络和资源为其提供广泛而持续的

宣传和多方面的支持，力争打造一个中国最具有影响

力的低碳创新与技术的推广平台。而积极参与到这个

平台的企业，则可以率先接触到领先的低碳技术，在

帮助自身及供应链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打造低

碳竞争优势，早日实现转型升级。

（本文根据2024地球一小时“气候创新圆桌”发言

整理）

作者介绍：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

处能源转型项目高级经理


	世界环境24.3＃(3).pdf
	FM-7.15
	F2-7.15
	001-7.18ye
	002-7.18ye
	003-7.18ye
	004-7.18ye
	005-7.18ye
	006-7.18ye
	007-7.20
	008-7.18ye
	009-7.18ye
	010-7.20
	011-7.21
	012-7.18ye
	013-7.18ye
	014-7.18ye
	015-7.18ye
	016-7.18ye
	017-7.18ye
	018-7.18ye
	019-7.18ye
	020-7.18ye
	021-7.18ye
	022-7.18ye
	023-7.18ye
	024-7.18ye
	025-7.18ye
	026-7.18ye
	027-7.30
	028-7.18ye
	029-7.18ye
	030-7.18ye
	031-7.18ye
	032-7.18ye
	033-7.18ye
	034-7.18ye
	035-7.18ye
	036-7.18ye
	037-7.18ye
	038-7.18ye
	039-7.20
	040-7.20
	041-7.18ye
	042-7.18ye
	043-7.18ye
	044-7.18ye
	045-7.18ye
	046-7.18ye
	047-7.18ye
	048-7.18ye
	049-7.18ye
	050-7.18ye
	051-7.18ye
	052-7.18ye
	053-7.18ye
	054-7.18ye
	055-7.18ye
	056-7.18ye
	057-7.18ye
	058-7.18ye
	059-7.18ye
	060-7.21
	061-7.18ye
	062-7.18ye
	063-7.18ye
	064-7.18ye
	065-7.18ye
	066-7.18ye
	067-7.18ye
	068-7.18ye
	069-7.18ye
	070-7.18ye
	071-7.18ye
	072-7.18ye
	073-7.18ye
	074-7.18ye
	075-7.18ye
	076-7.18ye
	077-7.18ye
	078-7.18ye
	079-7.18ye
	080-7.18ye
	081-7.18ye
	082-7.18ye
	083-7.18ye
	084-7.18ye
	085-7.18ye
	086-7.18ye
	087-7.18ye
	088-7.18ye
	089-7.18ye
	090-7.18ye
	091-7.18ye
	092-7.18ye
	093-7.20
	094-7.18ye
	095-7.18ye
	096-7.18ye
	F3-7.15
	FD-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