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麦守信：
相信中国能够实现碳中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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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作者 薛宇哲）“虽然不易，如我们从中国近期的电力短

缺所看到的，但我确信，中国可以达成‘双碳’目标，因为中国已经决心

去做。”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简·麦守信（Jan Mattsson）10 月 17 日在 2021

大梅沙碳中和国际论坛上表示。 

2021 大梅沙碳中和国际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财新传媒、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承办，全程合作伙伴为万科公益基金会、大自然

保护协会，以及财新智库发起的行动倡议联盟“双碳行动+”。 

麦守信认为，中国有信守承诺的历史。中国“双碳”目标极具雄心，

理想情况下，中国甚至能提前达成目标。但这不仅需要各层级政府，还需

要产业投资界以及每个人积极行动，通过创新和调整消费等行为，找到碳

中和解决方案。 

“近几十年来，中国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一直仔细研究世界其他

地区的不同实践，在中国作出适应性调整，然后通过本土研发和创新不断

塑造领先实践。”麦守信表示，在经济发展模式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

达国家虽然提供了很多反面教材，但这些年来也做出了一些积极举动。 

尚未有国家提供完美案例，但这些举措或值得借鉴。比如：芬兰与德

国这样传统以煤炭为基础的工业国家分别提出2035和2045年实现净零目

标；每个城市都应该设定碳中和目标，如哥本哈根提出，2025 年实现碳中

和；瑞典引入了高碳税；挪威对电动汽车提供补贴以及欧盟广泛地补贴可

再生能源投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逐步淘汰燃煤电厂。更多国家已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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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对新燃煤工厂的投资；碳市场监管和碳交易创新。 

他认为，中国最近承诺停止在国外投资煤电是正确的一步，中国碳市

场今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他认为中国的碳价仍然太廉价，无法提供最

佳激励措施。在政府支持低碳创新领域，欧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麦守信指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国际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这是一个有力而积极的发展，股票市场和投资者期望遵守负责任

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因为这对长期利润最有利。” 

对于投资者，对于公司，麦守信推荐参考世界基准联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 WBA），这有助于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商业实践

中汲取灵感。“WBA 已经确定了全球 2000 家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根据你

所在的行业，看看那些做得最好的行业领导者，向他们学习，并尝试比他

们做得更好。”他说。 

麦守信重申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与发展潜力。他认为，发达国

家对应对气候变化应承担特殊责任，因为自早期工业化以来，这些国家多

年来排放了大部分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将会在空气中存留上百年时间。

富裕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为南方国家的气候适应和减缓投入更多资金。“迄

今为止，发达国家资金贡献不足且令人失望，我们需要从格拉斯哥 COP26 

开始看到改进。”他呼吁。 

“气候变化面前，没有人可以仅仅当旁观者，每个人都必须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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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守信强调。 

薛宇哲为财新智库助理研究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