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玮⽣ 李勇｜⽇本零碳⽬标和绿⾊发展战略及对中国的启⽰

中国和⽇本是世界第⼆和第三⼤经济体，也是⼆氧化碳年排放量世界第⼀和第五⼤
国。中国和⽇本⼀次能源结构中，化⽯能源均占80%以上，所不同的是我国依然以煤
炭为主体能源，⽽⽇本以油⽓为主，但⽇本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煤炭占⽐（27%）最
⾼的国家。两个国家能源系统脱碳化任务均⼗分艰巨，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曾在低碳发展⽅⾯⾛在世界前列，但近些年在这个问题上有
些滞后，并在⽓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多次获得“化⽯奖”。进⼊21世纪20年代
以来，⽇本紧随国际应对⽓候变化局势，提出了2050年碳中和的⽬标，推出了绿⾊发
展战略，并将碳中和作为经济⼤增长⼿段、产业转型的历史机遇。⽇本过去在半导体、
电池、储能、氢能、CCS等⽅⾯开展了⼤量基础性研究，拥有相当数量的专利技术⽽⾛
在世界前列，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有着很强的⽐较优势。中⽇尽管存在战略竞争，但总
体上产业互补性强，未来在碳中和⽅⾯合作空间巨⼤。

实现碳中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东亚地区
合作的核⼼任务。基于化⽯能源资源不可再⽣和存量有限性，⽇本⾯临的能源资源形
势，也将会是我国未来⾯临的情况。⽇本当前和未来零碳⽬标和绿⾊发展战略，对于
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双碳”⽬标实现和绿⾊低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前⽇本⾯临着多重挑战，政府要在新冠疫情、发展经济和应对⽓候变化之间寻求⼀种平衡，
压⼒巨⼤。针对多重挑战，⽇本政府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策略：推动“绿⾊复苏”，即以这次危机
为历史契机，将应对⽓候变暖和其他社会问题作为⽬标，建设⾛向脱碳、转向更具韧性的社
会，以及通过保护⽣态系统和⽣物多样性，应对灾害和传染病的经济模式，实现“更好的社
会”。

⽇本对当下多重危机的处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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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候变化的⽬标⽅⾯，⽇本⼀改20世纪90年代推动国际社会达成《京都议定书》、国内
建设低碳社会的激进政策，选择了“跟随”策略。2020年10⽉，⽇本制定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
2030年碳排放实现2013年基础上削减46%的⽬标。从根本上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在实
现减排的同时实现新⼀轮经济⼤增长。

⽇本⾃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2013-2015年的两年间全部核电停摆。这部分能源缺⼝（电
⼒总量20%，最多时为37%）由煤油⽓等化⽯能源补充。因此，⽇本的碳排放再次上升，2013
年达到最⾼峰值。核电安全的问题，不仅是⽇本的问题，也是中国存在的问题。核电事故发⽣
以后，⾸先影响的是邻国，其次才是区域之外的国家。⽇本排放核废⽔，理应⾸先告知周边中
国、韩国等国家，但它并⾮如此。这⼀点上，⽇本并不明智。

由于地震等原因，⽇本国内反对发展核电的声⾳很⾼。但产业界要获得廉价稳定电⼒（核电的
单位发电成本⽐较低），要在国际产业竞争中获得⽐较优势，主张发展核电。⽇本核电发展值
得我国借鉴，特别是其安全标准⽅⾯总体要⾼于我国。根据IAEA规定的核事故等级INES⽔平2
以下的事故发⽣数量，中国是⽇本的数倍。中⽇韩在核电安全发展⽅⾯有必要通⼒合作，构建
中⽇、中⽇韩东亚核电安全保障系统。因为任何⼀个邻国出现核电事故问题，相互都要受到影
响，因此，要共同保障区域的核能使⽤安全。这⾥要延伸到⼆氧化碳利⽤和封存技术的共享问
题。

⽇本零碳⽬标及绿⾊战略



⽇本绿⾊增长战略是2021年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主要是回答如何实现2050年碳中和⽬标。⽇
本拟通过减排⼆氧化碳等改变增长⽅式，推动实现更好、更绿⾊、更安全的发展。⽇本未来投
⼊2万亿⽇元（约合⼈⺠币1000亿元）绿⾊创新基⾦，推动产业重塑。⽇本绿⾊增长战略确定
了14个优先领域：与能源相关的⾏业包括：海上风电，燃料氨和氢，核能；与运输和制造相
关的⾏业包括：汽车和蓄电池，半导体和信息通信，船舶（燃料电池、蓄电池、天然⽓等动
⼒），⼈流、物流和⼟⽊⼯程基础设施，农业、林业和渔业，航空产业，碳循环；与家庭和办
公相关的⾏业包括：住房和建筑，下⼀代太阳能，资源循环，⽣活⽅式。

具体⽽⾔，就海上风电，⽇本的⽬标是到2030年装机达到1000万千⽡；2040年达到3000万千
⽡-4500万千⽡；与此相配套的电⽹核港⼝基础设施规划将在2022年完成，相关配套建设与海
上风电装机同步开展。在太阳能电池⽅⾯，专注下⼀代太阳能电池研发，并在2030年前进⼊推
⼴阶段。在氢能⽅⾯，2030年，国内引进氢⽓300万吨；2050年引进2000万吨。要开展氢⽓涡
轮机的研发和早期⽰范，占领全球市场；促进氢能运输设备标准化以及氢能在交通领域的⼴
泛应⽤，打造稳定的氢能供应链。另外，⽇本要⼤⼒投⼊氨燃料的开发。⽇本⽬前拥有世界最
多的氢能技术专利，且要继续加强这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在化学储能⽅⾯，⽇本⾛在世界前
列；2035年，⽇本新车100%采⽤电⼒驱动。丰⽥、本⽥都在转换企业战略，以应对未来⽓候
挑战。

在政策⼯具⽀持绿⾊战略⽅⾯，⽇本在财政⽀持⽅⾯设⽴“绿⾊创新基⾦”；在税收⽅⾯优惠于
脱碳投资⽅⾯，⽐如引进设备⽣产⾼脱碳效果的产品（⽐如燃料电池、海上风电等）享受⼀定
的税收优惠；还有⾦融政策以及开展⼴泛的国际合作等。

（⼀）中美⽇应对⽓候变化⽐较

⽇本应对⽓候变化五⼤⽀柱：第⼀，节能，持续提⾼能效；第⼆，清洁能源，尽可能⽤少排
放的能源种类；第三，创新性的环境技术，包括CCS/CCUS、DAC等；第四，植树造林，增加
吸收源。第五，颠覆性能源技术，包括宇宙能源、太阳光技术、核聚变等。

上述五⼤类可分成三种⾏为：第⼀是⽆后悔⾏为，⽐如节能减排、植树造林。即使⽓候不变
暖，或者⼆氧化碳不是⽓候变化的元凶，我们也要做。第⼆是少后悔⾏为，努⼒发展新能源，
建⽴新型能源系统，如果⽓候变化不出现，付出的成本较⾼，但能够减少能源外部依赖，根
本上保障国家安全和避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对国内经济社会影响和酸⾬等公害。这属于少
后悔⾏为。第三是特别对策⾏为，即专门为应对⽓候变化采取的⾏为，⽐如碳捕捉封存技术
（CCS）。如果没有⽓候变化，这将是纯投⼊且⽆任何好处。这个有可能是“后悔”⾏为。

对于⽓候变化问题的应对，⽇本、欧洲重点研究是如何减缓，即减少排放；⽽美国在如何适应
⽓候变化以及解明⽓候变化机理⽅⾯投⼊⽐较多，即在⽓候变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适
应这种新的变化⽽采取的⾏动。



具体⽽⾔，⽇本主要聚焦能源效率提⾼、发展⾮化⽯燃料、排放之后如何处理等⽅⾯。美国则
在核能⽅⾯投⼊⽐较⼤；在⾮温室⽓体减排研究⽐较多；在适应⽓候变化问题上研究和投⼊
⼤。这与美国顶级科学家提出的建议有关，即认为⽓候变化是个骗局。中国⽅⾯，对于减少温
室⽓体的研究和投⼊⽐较多；但对于⽓候适应⽅⾯的研究和投资似乎投⼊不⾜。

⽇本在CCS⽅⾯的专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但⽇本的地质条件不适合碳存储。在这
个⽅⾯，中⽇美可以合作。

（⼆）⽇本地⽅政府的⾏动

⽇本中央政府⿎励地⽅政府2030年在全国创建100个零碳领先⽰范区；同时在全国范围优先推
⼴的措施，包括⾃家⽤太阳能安装、节能住房、电动汽车等。

⿎励地⽅政府在三个⽅⾯采取⾏动：持续和全⾯的减缓措施；⽣活⽅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
改⾰，即地⽅为适应⽓候变化⽽采取的管理⽅式改⾰。

2021年6⽉，⽇本政府采取的“区域零碳化路线图”，通过发挥地⽅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下⽽
上地推动零碳⽬标实现。到2050年，⽇本政府期待出现零碳多⽶诺效果，即多个地⽅零碳⽬标
达成⽽最终实现全国碳中和。

对于100个先⾏⽰范区的具体⼯作，要最⼤限度开发本地的可再⽣能源潜⼒；在家庭和建筑中
引⼊节能；使⽤可再⽣能源供热的热能；根据区域特点利⽤数字技术去碳；资源回收利⽤的
升级；构建零碳化的电⼒、热能和燃料供应系统；利⽤当地⾃然资源扩⼤碳汇潜⼒关于构成脱
碳基础的8项优先措施：屋顶安装⾃⽤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可再⽣能源的地⽅共⽣/区域效益
配置；公共设施、商业建筑等全⾯节能和可再⽣能源采购；提⾼房屋和建筑的节能性能；零碳
能源驱动；通过完善资源循环向循环经济转型；通过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络化发展，实现城
市低碳转型；实现⾷品、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产⼒可持续性的提⾼。



综合上述内容，着眼于中⽇韩⽓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开展中⽇韩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可⾏性研究，促进中⽇韩企业碳排放技术的转移和合
作。以碳中和合作为契机，加强中⽇韩经济交流与技术合作，以碳排放权的国家间流动，推动
区域碳排放成本的下降和企业间的技术交易，推进中⽇韩企业低碳化零碳化重塑，提升中⽇
韩在全球的产业竞争⼒。

创设东亚碳中和城市联盟。通过中⽇韩等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和碳中和为⽬标，围绕低碳产业合作、疫情防控、经济恢复、产业链稳定、⽓候韧性等开展⼴泛
合作，提升城市减缓碳排放和提⾼⽓候适应性⽔平。

构建中⽇韩核电安全保障系统。中⽇韩围绕“区域碳中和、集体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共同诉
求，开展核能和平利⽤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在核能安全管理、核电运⾏信息通报、核废料安全
处理等⽅⾯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区域整体核能安全利⽤⽔平和互助机制。

继续推进中⽇韩循环经济⽰范基地建设。围绕区域碳中和的⽬标，加强中⽇韩能源资源等循环
利⽤。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候⽬标，要开展时间优化、空间优化、对策优化和结果优化的系统性
研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要基于现有可得技术和经济社会绿⾊低碳转型成本可
承受范围，着眼于国家层⾯在2030年前碳达峰（尽可能降低峰值）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时间
节奏把握的优化，不同省区、不同地市在空间尺度上进⾏优化，同时还要在国家总体对策和区
域具体对策开展创新性研究，以及最终碳中和时间结果⽅⾯的优化研究。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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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交通⼤学⽇本研究中⼼



喜欢此内容的⼈还喜欢

上海交通⼤学⽇本研究中⼼是⼊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备案的校级跨学科平台。中⼼将建设
国内顶尖、国际著名的⽇本综合研究平台和政策智库作为长期⽬标，并将致⼒于推动具有特⾊的“海
派⽇本研究”，进⼀步加强经贸和政法的对话机制，同时促进东亚地区的公共外交。
本中⼼⽹站：https://cjs.sjtu.edu.cn/

陈友骏 赵磊｜⽇本政府数字经济政策评析——基于“数字破坏效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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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蕾 刘⼩娜｜碳中和背景下中⽇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东亚研究

张雪春 曾园园｜⽇本数字贸易现状及中⽇数字贸易关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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