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能源评论／ENERGY REVIEW ／ 2023／02

卷首语  Preface
栏目主编：王伟 w-wang@sgcc.com.cn

实现“双碳”目标
关键在能源转型

 文／吴吟

实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能源转型的要求，是放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段落中讲的。可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于能源转型。

我国能源活动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约100亿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

更新报告》，2014年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6.86%来自能源活动。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测算，基于1.5摄氏度目标导向推荐情

景，2030年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量占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约80%。因此，抓住能源转型

这个重点，就抓住了实现“双碳”目标的牛鼻子。

能源转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能源安全保供是永恒的底层要求，能源转型必须在安全保

供前提下，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要务。我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逆向分布客观存在，减

碳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

现实，不搞齐步走、“一刀切”。能源转型既要立足当下，抓好节能提效，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又要放眼长远，在科学统筹前提下把握好能源转型节奏，尽量降低转型成本。

能源转型必须坚持融合发展。历史数据表明，一种新型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占比由1%增至10%，通常需要约50年时间。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需要数十年时间，这期间必

然是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融合发展的过程。人类意志加上科技进步，融合过程可以加速，但不

能逾越；融合模式可能变化，但一定是沿着更加节能减污降碳的方向前进。新能源快速发展

的过程，也是传统能源探索低碳发展新路径、寻求新突破、找到新应用场景的过程。

能源转型必须强化科技创新。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大国竞争和更替有一条清

晰的以能源为引导的主线，其底层逻辑都是能源科技革命的结果。能源科技具有基础性、进

取性、引领性、带动性作用，这也是美国强化能源部科技创新职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历

史上错失了数次能源革命良机，但在新一轮能源转型中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必须牢牢抓住

历史机遇，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力，站稳能源科技革命制高点，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能源转型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加快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积

极推进能源转型。其中，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和技术革命需假以时日，但体制革命属理

念变则思想通，具有影响深远的特点。当前，能源发展改革头绪千万条，推进能源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条。唯此，才能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吴吟

中国能源研究会学术顾问、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