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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绿色高质量发展与低碳转型
的协同

执行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发展与合作平台之一，参与共建的国家人口以及温室气体排

放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 63% 和 61%。然而，“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GDP 总量仅占全球

的 38%，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同时也将成为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低碳转型的目标和力度，关乎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

经济发展作为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第一要务，只有当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一致，才能得

到全面而坚定的支持。本研究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系统评估了“一带一路”深度低碳转型的

影响。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深度低碳转型将在空气质量、健康、就业、能源安全、消费者福祉等 12
个指标方面带来协同效益，而负向影响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行业，需要补充政策加以扶持并促进其转型。

我们的研究发现：

1. 低碳转型将显著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空气质量，降低由空气污染诱发的过早死亡

人数。2020 到 2050 年，PM2.5 和臭氧浓度将分别降低 36% 和 22%，每 10 万人过早死亡

率将下降 32%。

2. “一带一路”低碳转型将带来大量绿色就业机会，2020-2050 年，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

汽车以及能效提升等领域绿色就业机会将增长 2.5 倍，远超化石能源相关行业的岗位损失。

3. “一带一路”化石能源的退出将带来公正转型问题，除化石燃料行业的就业损失外，还包括

燃煤电厂提前退役带来的资产搁浅风险，以及对化石燃料出口大国带来的转型挑战。

4. 低碳转型背景下各国将逐渐转向国内可再生能源，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安全得到改

善，而部分化石能源出口国由于能源出口收入减少将寻求经济转型。

5. “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土地、水系统之间高度关联，粮食需求增长与特定减排策略，特

别是基于土地利用的碳移除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6. “一带一路”低碳转型需要大量资金，仅能源部门每年就需要 1.1 万亿美元的投资，用来加

速可再生能源部署、提高能效以及强化基础设施，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体系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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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发展与合作平台之一，参与共建的国家或地区已超

过 140 个，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量的 63%，但 GDP 仅占全球的 38%，未来经济增

长潜力巨大 1-2  （见图 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 57%，且

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比重达到 61%3-4  。如果按照既有发展路径，未来“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碳排放将进一步大幅提升。

图 1.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概况。“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在地图中突出显示。饼图显示了按区域划分的“一带一路”

人口、GDP 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的占比。

温室气体排放国内生产总值人口

“一带一路”国家

非“一带一路”国家

亚洲

非洲

欧洲

美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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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绿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底色。在

COP26 前夕提交的更新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主要平

台 5。2013 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超过 9.2 万亿美元，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了 7890 亿美元投资，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改善全球供应链带来了新机遇 6。中国政

府已经承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实际上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结构

已经在逐渐绿色低碳化，2020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超过化石能源投资，占比达到

了 57%7。然而，当前的气候资金缺口巨大，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带一路”地区能否实现低碳转型，关乎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与否。但当前，“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和

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仍为第一要务。只有在推进低碳转型的过程中

兼顾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才会有意愿提升气候力度，推动低碳转型务实行动。为了更

好的理解低碳转型能否以及如何支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本研究从更全面综合的视角

观察“一带一路”低碳转型的路径及其影响。首先基于全球变化评估模型 (the Global Change Analysis Model, 
GCAM)，开发了全球 1.5℃温升目标下“一带一路”地区多种不同的低碳转型路径。进而构建了一套多维评估框架，

涵盖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 17个指标（见图 2），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深度低碳转型对空气质量、

健康、就业、消费者福祉、能源投资、贸易、水资源和土地利用等七个发展重点的影响，以明确“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能否在实现深度减排的同时，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

图2. 研究框架。多维框架通过全面的视角评估1.5℃目标下的转型路径，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七个发展重点，

由 17 个指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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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总体来看，低碳转型发展将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带来多方面协同效益。从现在到 2050 年，在

所有的 1.5℃目标下，包括空气质量、健康、就业、能源安全、消费者福祉等方面的 12 项指标均得

到明显改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部门。土地、水、能源和农业贸易的结果是高度关联的，

在不同情景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低碳转型将显著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空气质量，降低由空气污染诱发的过早死亡人数。1.5℃
情景下，到 2050 年“一带一路”地区整体空气质量将得到显著提高，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

相比 2020 年，2050 年“一带一路”PM2.5 和 O3 分别下降了约 36% 和 22%（见图 3）。空气质量的

改善将带来人体健康水平的显著改善，2020-2050 年，“一带一路”国家每 10 万人过早死亡率将下

降 32%。（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本系列政策简报之：空气质量和公众健康）

“一带一路”低碳转型将带来大量绿色就业机会，弥补化石能源相关行业的岗位损失。2020-2050年，

“绿色行业”就业机会将增长 254%（见图 3），其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是同时期化石燃料行业就业

损失的 1.6 倍（净增 900 万），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汽车以及能效提升等领域。绿色

行业在提供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整体就业质量。（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本

系列政策简报之：就业）

低碳转型可以通过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能源自给水平和电力可及性，改善多数“一带一路”

国家的能源安全。随着全球各国逐渐转向国内可再生能源，全球化石燃料贸易将迅速下降。中国、欧

盟国家、韩国等化石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水平将得到提高，而中东、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等能源出

口国却将因收入减少而受到负面影响，亟需探索经济转型之路。（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本系列政策简报

之：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化石能源的退出将带来公正转型问题。1.5℃目标下，2050 年化石能源相关就业岗位相

比 2020 年将减少 81%，由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需要额外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会关

注。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化石能源的退出会带来一定的搁浅资产，1.5℃情景下，到 2050 年现

有 24% 的化石能源电厂将成为搁浅资产，这对于化石能源依赖度高的国家影响尤为明显（中国和印

度尼西亚），低碳转型也会对当前的化石能源出口大国带来不利影响（印度尼西亚、中东国家、俄罗

斯），如何实现全面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带一路”国家未来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更多详细信息

参见本系列政策简报之：公正转型）

由于能源、土地和水系统之间的复杂关联，低碳转型将影响到粮食安全，粮食需求增长与特定减排策

略，特别是基于土地利用的碳移除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一带一路”地区人口的增长将带来粮食需求

的增加，而生物质能源和植树造林等土地利用相关减缓活动将导致耕地减少，大多数“一带一路”国

家的农产品进口将增加，使得全球农产品贸易流量和价值提升。这将影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消费者主食和副食热量的摄入，危机粮食安全。此外，由于负排放技术部署的需要，生物能源将大

量使用，许多“一带一路”地区会成为生物质出口国，将消耗更多水资源。（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本系

列政策简报之：土地利用和水资源，以及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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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带一路”2020-2050 年 17 个环境、社会和经济指标在 1.5℃目标下的变化。浅灰色条表示 2020-2030
年的变化，深灰色条表示 2030-2050 年的额外变化，数字表示的是 2020-2050 年的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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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启示

低碳转型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环境质

量改善，产业技术升级以及民生福祉的提高。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高度协同，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提升气候雄心、寻求新的增长路径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等多领域危

机。各国应根据本国产业基础、能源资源禀赋等发展实际，努力发掘绿色低碳增长的新动能，以切实

行动推动发展与减排的协同。对低碳转型路径的综合评估将有助于明确多种发展需求之间的协同作用，

有助于确定转型路线图、优先序和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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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转型需要绿色投融资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供一个重要渠道，促进更多绿色资金加速

向伙伴国家转移。研究显示，2020-2050 年，仅“一带一路”电力部门低碳转型每年就需要约 1.1 万

亿美元（2010 年不变价）的资金。然而，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缺少实现转型所需的资金，

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各国政府应积极出台激励政策，发出明确信号，如设定碳价、制定绿

色金融分类标准、逐步取消公共资金投向化石燃料、开展项目的环境与气候风险评估以及强化信息披

露等，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电力部门去碳化、终端用能电气化、能效提升、负排放、非二氧化碳减

排等低碳转型领域，促进私营部门扩大气候投融资。鼓励更多国家、地区和相关机构加入“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扩大对绿色基础设施和项目的投资。

需要谨慎和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公正问题，这需要额外的政策支持，

以减少对化石燃料高依赖地区的负面冲击。化石能源退出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需要碳密集产业

和化石燃料开采地区的结构性调整，这可能会加重短期的能源负担，尤其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全面的

一揽子政策应面向消费者、劳动力、企业、环境和经济等各种转型挑战。教育和再培训计划、搬迁补

偿可以帮助下岗工人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促进受影响社区的转型。矿区生态修复将有助于恢复当地环

境。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发展计划和政策激励措施有助于实现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让政

府、私营部门、研究机构、当地社区、民间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以设计包容和更具韧性

的公正转型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加强“一带一路”低碳转型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低碳转型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技术、能

力建设等全方位的支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旨在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促进投资实践对

东道国更具气候责任感、生态和社会效益。在“一带一路”之外，应探索如何将不同的国际气候合作

努力联系起来，例如欧盟的“全球门户”和美国的“重建美好世界”等倡议。中美欧等各主要经济体

应发挥各自在技术、资金、能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一带

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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