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民：三个维度推动经济实
现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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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朱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

裁朱民出席圆桌论坛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低碳转型”并分享观点。他指

出，煤炭开采、燃煤发电和钢铁等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他分享了自己关于高碳企业、高碳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三点观察。 

第一，企业转型有内外的压力和动力。企业转型的约束或者压力之一

是信息披露。企业真实的碳排放测度，以及企业内部关于减碳路径和战略、

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及可测量的落地行动，是在过渡的环境里判断企业转型

的重要参考面。 

第二，企业微观层面的行为需要宏观框架的制定和外部市场环境的指

引。外部的宏观指引和价格机制的形成，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重要的外部

条件，是企业激励和动力所在。 

第三，全球范围来看，碳中和带来全球资源的再配置。如果以碳排放

的结构来分析中国贸易，中国贸易结构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碳中和会给中

国的经济、中国的产业和世界经济和产业带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最后，朱民指出，碳中和是一个人类发展范式的变化，是社会组织和

企业组织全球配置的一个重新再思考。因此，需要从范式变革的框架下思

考如何推动经济实现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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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朱民 

以下内容根据发言实录整理（未经嘉宾审核）： 

我觉得这个报告《煤炭开采、燃煤发电、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碳排放现

状和转型分析》非常有意义，我也很高兴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把我的一些初步的观察给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在碳中和转型中，如果能解决 7000 个左右的重点企业，也就是 8 到

9 个重点的产业的（碳排放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大概 70%左右的碳排放。

碳排放既然是个目标，要解决这个目标就会需要具体的战略。所以从微观

的层面上重点关注 3 个高碳的产业进行具体地分析，了解他们如何转型，

对企业、金融市场、以及整个宏观的低碳转型十分有意义。 

关于高碳企业、高碳产业的转型如何往前走，我有三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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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企业层面转型的压力和动力。 

企业维度的第一个约束或者压力，就是信息披露。全球信息披露准则

的发展都非常快。最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

理事会（ISSB），ISSB 自从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立以来，发展

迅猛，已经有两个初稿在征求意见。 

目前，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披露标准（约 200 多个）各不相同，国际会

计准则有责任和有义务统一建立一个清晰的、透明的、大家可接受的框架。

这个框架一旦接受就会变成全球的，即使是“自愿”披露也会引导越来越

多的企业实施。 

披露对企业很重要。 

一是（碳排放）测量。现在的测量基本上是能源转型（系数转换法），

即用多少能源，根据能源的消耗的系数，给与转换测算。这个过程中越来

越多地使用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这个测算越来越精密。但是

无论如何它是个“内生法”，它不是最终排放测度。 

在企业层面上，现在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就是直接进行碳排放测度。目

前美国在尝试用十年的时间构建全球的碳排放测量的系统，涉及到大量的

红外线的、卫星的、大数据等技术，都是进行实际的测量。所以现阶段是

从“内生”的转换法到实际测量的逼近过程。这个逼近过程如何科学和准

确是外部最关注的问题。例如里面的排放因子的选择，系数的转换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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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在很多数字不真实不透明，不能说他造假，也不排除造假的成分，

但是就是因为模型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碳排放）测度是披露里面的一

个很重要的维度。 

二是从企业内部，也就是 TCFD 的维度（包括治理、战略、风险管理

和目标与指标），看企业的（信息披露）系统是否构建起来了。 

TCFD在过去的五年中不断努力完善这四个维度，特别是在治理机制、

战略方面、风险管理的体系方面等等。TCFD 曾经被批评的地方集中在指标

不够（完善），所以现在在推进指标化。ISSB 也在推进指标化。不仅仅是

“质”方面的指标，还要推进“量”方面的指标。 

企业的（信息披露）系统是否建立，以及具体如何落实是关注的重点。

企业落实的情况，包括董事会成立专门的 ESG 或者是碳中和委员会、管理

层有人专门负责相关的战略、有具体的指标和风险管理的系统以及路径计

划。 

以上这两点，即企业的真实的碳排放测度，以及企业内部的关于减碳

的路径和战略、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及可测量的落地行动，是过渡的环境里

判断企业转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面。 

第二点，宏观制度环境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指引。 

宏观框架和微观激励机制是两个层面，只有企业的微观行为是不够的。

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零碳联盟。我们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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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企业有积极性，相关措施落实得很认真，但是对企业来说它面临

很多现实的问题，包括外部政策框架的确实造成方向不明确，市场的定价

机制缺失造成积极性的缺失和动力的不足。 

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需要宏观框架的制定和指引。从我们的分析

来看，宏观方面要加强将能源消费的总量控制度调整为化石能源的消费总

量控制度，进一步明确将新能源和化石能源分开，并逐步过渡到对二氧化

碳的总量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同时构建新能源发展的指标。（化石

能源和新能源）一个要消一个要长，在宏观上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明确的路

径。 

因此，需要逐步建立以“碳标识”为基础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机制，

当有这个（宏观）大的框架建立以后，整个的企业的技术行为、管理行为、

经营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GDP 的能源控制

和能源强度，也即关注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指标，把节能概念包含在转型

过程中。 

目前在能源系统也出了很多方案，包括“1+N”政策体系，总量以及

总量结构的变化转型和路径以及以“碳标识”为基础的技术和管理的框架。 

基于这个大的框架下，我们还要有市场价格起作用。ETS 现在已经基

本形成了一个价格机制，但是 ETS 系统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完善，比如关于

额度的配给，企业的范围，交易的范围，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等。因为市

场刚刚起步，ETS 交易比较低，在这个情况下就要动用多种渠道，让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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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