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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绿色转型难以促进投资

Barron's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印度可能是全球绿色转型

的觉醒巨人。不过，投资者将难

以从中分享财富。

印度总理莫迪在COP26气

候峰会上承诺印度将在2030年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到50%，并在2070年实现净

零排放。这意味着该国在未来十年内太阳能发电量需增加五

倍，几乎与中国此前几年太阳能发展速度持平。

为此，印度信实电力和塔塔电力等大型能源生产公司

正在向可再生能源投入数百亿美元，而京德勒西南钢铁、

INFY软件等大型用能公司也在计划从需求端脱碳。

但是变革中有很多问题。印度配电系统极为混乱，输电

线路发生故障、偷电等现象十分常见，而且新能源的消纳问

题很大。而信实和塔塔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被纳入以化石燃料

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最终导致传统能源库存不降反升。

印度在电动车方面的确有一定潜力。作为世界最大的摩

托车市场之一，电动两轮车仅占总销量的2%，印度计划通过

补贴，在十年内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印度电动车产业

发展混乱，作为核心的电池产业只有一个雏形，还处在炒概

念的阶段，远未盈利。在这一竞争激励而混乱的阶段，投资

者选对标的的难度很大。

碳捕捉成真

The Week

2021 年 11 月 19 日

碳捕捉行业受到重视，但

需要捕捉的二氧化碳量远超世界

对碳酸饮料或碳基塑料的需求。

一般来说，种植和保护树木可以

通过光合作用较好地处理碳，但

由于世界总的排放量太大，很难

通过种树来实现目标，通过高新

技术进行碳捕捉被提上日程。

瑞士初创企业建造了一个名为Orca的碳捕捉设备，利用

4个集装箱大小的箱子，从大气中捕捉二氧化碳，使之与内

部的过滤物质结合，再与水混合，注入数百米的地下，最

终固结成岩石。这套设备每年可捕捉4000吨二氧化碳，虽

然量不算大，但初步表明基于碳捕捉设施的气候危机解决

方案是可以实施的。

目前，利用高新技术进行碳捕捉的成本很高，约为每

吨二氧化碳500美元。要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每年100亿

吨”的碳捕捉目标，每年成本将达到5万亿美元。因此，如

何将直接碳捕捉的技术变得便宜而高效，是一个难点。也

有评论家认为，直接空气碳捕捉只是方法之一，通过资助

太阳能、风能和电车制造商进行创新和扩大规模，也可以

实现类似的效果。

“小堆”或成核能未来？

The Economist

2021 年 11 月 13 日

英国一直热衷于核能，在

2010年，政府就批准建造8座

大型核反应堆，作为其脱碳工

作的一部分。近日，英国公司

劳斯莱斯准备设计开发新一代

小型核反应堆，计划于2030年

前上线。英国政府计划投资这

一项目，并希望新一代核电站

能帮助其实现碳减排目标，提

供稳定的低碳能源，以满足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电池板间歇

发电的不足。

这种“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并不是新想法，

中、美、俄等大国都有尝试，它们比现代核电站规模小，

因此相比于传统成本昂贵且只有大型能源供应商可以负担

的大型核反应堆，SMR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SMR可以

模块化建设，与传统反应堆现场施工不同，SMR的多数部

件可以在工厂内批量生产，现场进行组装，这会大大缩短

工期，使得项目快速回本并产生利润。

欧洲其他国家也表达了对SMR的兴趣，但总体仍持谨

慎态度。在历史上，核工业曾数次宣布研发廉价的反应堆

但从未成功，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还在下降。不过，核

能的可靠性要超过风能和太阳能，价格也几乎不受铀价格

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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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金融风险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21 年 11 月 1 日

解决气候变化的过程可能

会使数万亿美元的港口、煤矿、

石油储备快速贬值，人们对此的

担忧已经持续多年——缓解气候

变化确实需要做出变革，但不应

忽视变革导致的金融和经济不稳

定的危险。

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正试图测量自身的排放量，设定

减排目标，并监控自己因此受到影响的资产。但风险仍然很

难被充分量化。咨询机构表示，仅美国就有近22万亿美元的

贷款和投资将受到碳减排政策的影响，且冲击远远超出金融

领域。与此同时，为达到《巴黎协定》的控温目标，将有额

外数十亿美元投入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

对此，各国政府需要加倍努力，从容有序地改变金融系

统，让企业也有时间适应。政府应了解风险所在，更清晰地

考虑广泛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要帮助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做出

碳价和监管的评估；还应帮助企业领导层，明确政策方向。

此外，转型会给生产国带来额外成本，它们大多是中低收入

国家，可能难以承担资产贬值或收入损失，对此，发达经济

体要给予补贴，以保持资源的稳定。

COP26 ：停止伐木的开始？

New Scientist

2021 年 11 月 6 日

11月初，第26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COP26）发布了

《格拉斯哥领导人森林和土地利

用宣言》，宣言中占世界森林面

积85%的国家承诺到2030年结

束森林砍伐，此外还有140亿英

镑投资于遏制森林损失。这是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宣言，用停

止砍伐树木降低总体碳排放，也是实现气候目标的重要办法

之一。

七年前的《纽约森林宣言》就制定了到2020年将森林砍

伐减半的目标，但该目标远远没有实现。不过这次的宣言签

署方新增了包括巴西在内的森林砍伐率很高的国家，这是气

候变化问题应对中的很大进步。

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评论人士分析认为政

治意愿将是关键。21世纪初的巴西就曾成功凭借政策降低了

森林砍伐率，而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

树木不仅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还可以避免土壤侵蚀等其他问

题，卫星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监测森林砍伐更加容易。

不过，新宣言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实现该目标的细节，

宣言也没有硬性约束力。因此，各国政府应全面、详细地研

讨如何有效实施该宣言，并实现降低碳排、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目标。

火星可能没有湖泊

Scientific American

2021 年 11 月

NASA“好奇号”于2012

年登陆火星，在其所有探测中，

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就是其着

陆点盖尔陨石坑曾存在湖泊。但

最新研究表明，这可能只是一些

体积很小、短暂出现的小水坑。

“好奇号”在探索距离盖尔

陨石坑5.5千米的夏普山时，发现

了泥岩地层——这种地层一般形成于水环境下的沉积。此外，

探测器还发现了波浪构造、少量水蚀矿物。这些迹象表明，盖

尔曾有大型湖泊，微生物在此聚集，流水将沉积物带入湖中，

慢慢形成了夏普山。

然而，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回顾探测器途经

夏普山的岩层、分析各层元素丰度和矿物分布发现，随着探

测器不断爬升，高海拔地区铁等容易被水冲走的元素变得更

少，铝等溶解度较低的元素更多。这与地球上许多岩层中出

现的、由降雨驱动的风化作用大致相同。

有行星科学家表示，该结果将有可能挑战目前火星沉积

岩山脉起源理论。不过，“好奇号”缺少高分辨率X射线光

谱仪等探测工具，不能很好地探测元素丰度变化，因此还需

等待进一步的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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