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变革我们的系统 

应对全球挑战 加速行业变革 

为 COP26 和碳中和未来 



奔向零碳-发令枪已经打响 

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奔向一个更健康、适

应性更强的零碳世界。由于全球 63%的

排放已经纳入净零排放目标范围，各国

必须将国家承诺转化为可行政策，而且

每个行业都必须进行指数级的变革。 

 

应对脱碳挑战将为引领者的国家、城市和公司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未来十年内，与试图恢复高碳现状相比，升级到零碳未来可以创造

出 3500万个就业机会和 26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公众明显更支持绿色复苏，因为大家看到了绿色复苏的意义：更清洁

的空气，更公平的未来，以及更有保障的民生。  

 

即使面对新冠疫情，2020年净零承诺也大约翻了一番。单是“奔向零

碳”活动下的企业承诺，就已经涵盖了 12%的全球经济和 9.81万亿美

元收入。国家碳中和承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日本、韩国、

美国均加入了欧盟、英国、南非、智利等国共同组成的零排放行列。 

 

这是一场“奔向零碳”的比赛。 



  



下一个障碍：完成行业突破，实现远大抱负 

 

尽管重大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但为了加快实现更有弹性的零碳世界，

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加速变革。 

 

为了争取最迟在 2050 年实现零排放，世界各国必须尽快在全球经济

的各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如果没有协调和合作，就不可能以应有的速度和规模实现这些变革。

采取气候行动的地区、城市、企业和投资者的努力都至关重要——但

仅凭他们的努力只能让我们取得部分进展。我们需要不同行业共同采

取协调行动，从而实现真正的变革。 

 

为了促进行动，“奔向零碳-突破”为每个行业确定了具体的临界值。 

 

它阐明了为实现一个有弹性的零碳世界，关键参与者必须做什么，以

及在什么时候实现我们所需的系统性变革。这对指导各行业参与者如

何对整体做出贡献具有重要作用。 

 

气候行动路线图是由联合国高级倡导者和马拉喀什伙伴关系（一个气

候行动生态系统的庞大联盟）制定的全面路线图，旨在让所有行业都

实现 1.5°C的目标，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奔向零碳-突破”行



动自此路线图演化而来。为推动气候行动路径向前发展，“突破”具

体说明了不同的参与者能够及必须做出哪些贡献。 

 

它们将照亮前路。 

  



挑战 

 

为了让全球二十多个行业实现我们所需的转型，联合国高级别倡导者

呼吁领导者们通力合作，在技能、智慧和资源方面各尽所能，实现这

些“突破”。 

 

当前，我们面临的直接挑战是，让每个行业中 20%的关键参与者发挥

自己的作用，承诺并按照气候行动路径实现该行业转型。我们称其为

“实现突破-雄心”，目标是在关键参与者中产生足够的动力，使其能够

摆脱常规经营的道路，共同取得突破性成果。 

 

我们认为 20％是一个临界值，主要因为系统变化不是线性的，而是呈

指数级变化的，这意味着当 20%的市场开始变动时，增长速度就会加

快，并且一路向前。 

 

 



到 COP26 开幕时，我们的目标是让至少 10 个行业实现突破性雄心

（关键参与者承诺比例达到 20％）。 

 

到 2023 年及全球盘点时，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行业都达到 20%的比

例。 

 

在此过程中，随着雄心转化为行动，以及更多行动者加入并推进气候

行动路径向前迈进，我们将跟踪这些关键行业的进展情况。 

 

比赛现在开始。  



量化突破性雄心 

 

如果只依靠个体行动，就不可能产生突破性。市场竞争和行业惯

性的挑战往往使人望而却步，个体参与者因不能让自己处于明显

短期劣势而率先行动。 

 

相反，当一个行业的不同参与者共同行动支持转型时，才会实现

突破。虽然每个行业都是独特和复杂的，但推动突破的关键参与

者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 供给侧企业（如：制造商，生产商，供应链） 

2. 需求侧企业（如：零售商，服务提供商，分销商） 

3. 金融行业者（如：投资者，资产经理，资产所有者，银行，公

共基金） 

4. 政策制定者（如：国家、城市、州、地区） 

5. 公民社会（如：消费者、选民、大学、运动队、地方组织） 

 

当这些行为主体都发现彼此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时，他们的行

动和进程将产生连锁反应，这样才有可能克服障碍。由于行业转

型要求系统的各个部分共同运转，我们建议，只要在一个行业中

有 20%的关键参与者参与到行业转型中，就表明整个系统正在加

速实现突破。 



在本报告中，我们使用供给侧参与者作为我们的代表性指标，用

于衡量该行业是否实现了“突破性雄心”。但要明确的是，行业要

想实现“突破性雄心”，供给侧参与者将需要其他 4类参与者的

共同作用。 

 

我们今年的行业脱碳工作将侧重于与社会各方面的领军人物通

力合作，共同推动系统性变革。 

  



奔向零碳-突破：定义 

 

突破 

雄心 

突破 

成果 

行业 

目标 

具体行业的目标是 20%

的关键参与者加入到“奔

向零碳”中 

 在 2023 年全球盘点

时实现，并力争在

COP26 之前至少实

现 10% 

 目标与《全球发展倡

议》路线图和“奔向

零碳”方法一致 

具体行业的临界点表明

系统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目标与《全球发

展倡议》路线图一

致，最迟将于 2025年

或 2030年实现 

具体行业经系统改造后

实现净零状态 

 最迟于 2050年达成 

  



奔向零碳-突破 

 

在以下几页中，您将看到全球经济各个行业的“奔向零碳-突破”

的完整列表。本文中“突破性雄心”均由供给侧参与者定义。但是，

正如本文所讨论的，行业转型需要整个系统中的不同参与者共同

协作。 

 

为了更全面地说明这一情况，我们策划了“奔向零碳-突破”之清

洁能源，用于全面地展示一个行业中每种参与者类型所需的雄心。 

 

大规模系统转型的范例:清洁能源 

行业 突破 

雄心 

突破 

成果 

行业 

目标 

清洁能源  供给侧 

全球 20%的公用

事业公司(按行业

总收入计算)承诺

加入“奔向零碳” 

 需求侧 

主要电力用户承

诺 100%使用可再

生 能 源 ， 例 如

到 2030 年，全球

太阳能和风能发

电的份额将达到

30％，所有可再生

能源的份额将达

到 60％ 

到 2040 年，全球

电力系统将完全

脱碳 



RE1001 

 金融 

占能源融资 20％

的投资者承诺将

电力行业的投资

组合脱碳。如：通

过净零资产所有

者联盟和净零资

产管理者联盟 

 政策 

城市和地区致力

于实现 100％的清

洁电力并且淘汰

煤炭，例如通过发

电弃用煤炭联盟 

 公民社会 

顾客和选民要求

公司、投资者和政

府优先提供 100%

的可再生能源。

如：依靠法庭 

 

 
1 RE100是一个全球倡议，汇集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企业，致力于 100%使用可再生电力。 



  



行业 突破 

雄心 

突破 

成果 

行业 

目标 

铝 20%的主要铝生

产公司（按年产量

计算） 

零碳铝产量占全

球总产量的 20％ 

 

到 2050年达到

100% 

服装 20%的主要服装

公司（按收入计

算） 

到 2030 年，所有

《时尚宪章》签署

国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均减少 30％ 

到 2050年，所有

《时尚宪章》签

署方实现净零排

放量 

航空 20％的主要航空

公司（按收入计

算） 

到 2030 年，全球

SAF达到 10％ 

到 2050年实现

100% 

建筑环境 20%的主要房地

产和基础设施公

司/投资经理（按

价值计算） 

到2030年级以后，

所有完成的项目

在运营中要实现

净零排放，同时与

目前的做法相比，

其碳排放至少减

少 40％ 

到 2050年，所有

的项目(包括新的

和现有的)在整个

生命周期内全部

实现净零排放 

水泥/混凝土 20%的主要水泥/

混凝土生产商

（按产量计算） 

零碳/碳中和混凝

土占全球总产量

的 25% 

到 2050年实现

100% 



 

化工 20％的主要化工

公司（按总收入

计） 

到 2030 年，全球

化工行业 60％的

电力来自可再生

能源 

到 2050年实现

100% 

清洁能源 20%的主要公用

事业（按总收入

计） 

 

到 2030 年，太阳

能和风能占全球

发电量的 30%，所

有可再生能源占

60% 

到 2040年，全球

电力系统将完全

脱碳 

制冷 20%的主要家用

空调制造商（按总

收入计） 

到 2025 年，全球

20%的空调制造

商向市场推出比

当前气候影响低 5

倍的家用空调机

组 

到 2050年实现零

碳住宅空调 100%

覆盖 

 

内燃机终结-公

交 

20%的主要汽车

制造商（按总收入

计） 

 

到 2025年，纯电

动及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的销量将

占全球客车销量

的 75% 

到 2030年，市场

占有率将达到

100% 



内燃机终结-重

型卡车 

20%的主要汽车

制造商（按总收入

计） 

 

2025年纯电动汽

车和燃料电池汽

车销量占全球中

重型车辆销量的

8% 

到 2040年，市场

占有率将达到

100% 

内燃机终结-乘

用车和货车 

20%的主要汽车

制造商（按总收入

计） 

 

到 2025年，零污

染车辆销量占全

球乘用车和货车

总销量的 15% 

 

到 2035年，市场

占有率将达到

100% 

金融-银行 20%的系统重要

性银行 

具有系统重要性

的银行为所有活

动和投资组合制

定并实现 2030年

净零排放目标 

 

到 2050，实现所

有活动净零排放 

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 

20%的主要资产

管理公司（按管理

资产分类） 

 

主要资产管理公

司制定并实现到

2050 年与净零资

产相一致的管理

资产目标，并承诺

到 2030 年实现中

期目标和至少减

到 2050，客户的

投资组合实现净

零排放 



半的排放 

金融-资产所有

者 

20%的主要资产

所有者（按管理资

产分类） 

 

 

主要资产所有者

制定并实现 5 年

(2025 年和 2030

年)的净零投资组

合目标，包括减

排、参与行业转

型、政策倡导和融

资转型 

到 2050年，实现

全部投资组合净

零化 

 

金融-保险 占全球高端销量

的 20% 

 

主要保险公司制

定并实现 5 年

(2025 年至 2030

年)的投资、保险

和再保险承保组

合净值为零的目

标 

到 2050年，实现

全部投资、保险

和再保险承保组

合净零化 

快消品 20%的主要快速

消费品公司  

（按总收入计） 

突破性成果将在

未来几个月确定 

到 2050年实现净

零排放 

氢 公共和私人利益

相关者合作，到

2026 年 部 署

到 2026年部署

25GW的绿色氢

产能 

到 2050年将达到

5-8亿吨产能 



25GW 的绿色氢

产能 

 

信息通信 20%的信息通信

技术行业（按总收

入计） 

到 2030年，80%

的工业用电来自

可再生能源 

到 2050年实现

100% 

金属和矿业 20%的大型公司

（按总收入计） 

到 2030年，全球

矿业部门 60%的

电力来自可再生

能源 (RE100) 

到 2030年，全球

矿业部门 100%的

电力来自可再生

能源 (RE100) 

手机 20%的移动通信

产业（按总收入

计） 

到 2030年，70%

的工业用电来自

可再生能源 

到 2050年实现

100% 

自然的解决方

案：土地使用 

20%的主要食品

供应商（按产量计

算） 

 

到 2030年，通过

改变农业行为、

减少投入和浪

费，粮食和农业

可减排 50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 

到 2050年，整个

食品和农业行业

实现负碳排放 

海洋 20%的主要渔业

和水产养殖公司 

通过建立基金，

向地方社区和地

方各级政府提供

资源，用于解决

到 2050年，至少

有 50%的土地和

海洋得到保护和

修复，并确保我



30 x 30、海洋保

护和减缓气候变

化问题 

们的地球得到完

全可持续的管

理。 

油气 20%的油气公司 

(不包括国家石油

公司) 

（按总收入计） 

以 2019年为基

准，到 2030年，

石油和天然气产

量将减少 40% 

到 2050年全球油

气实现净零排放 

塑料 20%的主要化工

企业（按总收入

计） 

到 2030年，全球

化工行业 60%的

电力来自可再生

能源 

到 2050年实现

100% 

零售 20%的大型零售

公司（按总收入

计） 

突破性成果将在

未来几个月确定 

到 2050年实现净

零排放 

船运 20%的主要船东 /

承运人/班轮公司

（按总收入计） 

5% 国际船运采

用零排放燃油，

15%的国内船运

采用零排放燃油 

到 2050年实现

100% 

钢铁 20%的主要钢铁

生产商（按年产量

计算） 

 

到 2030年，将有

10个低碳钢铁设

施投入使用 

到 2050年实现净

零排放 



水 主要的供水和污

水处理公司占全

球供水业的 20% 

到 2030年，在 20

个国家全面实现

水和废水零碳化

处理服务 

到 2030 年，所有

国家全面实现水

和废水零碳化处

理服务 

 

  



指数级变化将驱动“奔向零碳” 

 

向净零排放的进程将迎来指数级变化。因为每当重大工业发展发

生质变时，都会引发指数级变化，这一次，是脱碳。 

 

技术和新市场发展往往以指数曲线增长而非直线。从电动汽车到

彩电，颠覆性解决方案可以在 10-15 年内将市场份额从 2-3%扩

大到 80%以上。以可再生能源为例：2014年，在《巴黎协定》达

成的前一年，全球仅有 1％的地区，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低

于新建燃煤和燃气发电成本。今天，到 2021 年，太阳能和风能

发电已成为一些国家中最便宜的新一代发电方式，这些国家的

GDP占全球 GDP 70％以上。 

 

此类发展模式都很类似。首先，当一项新技术或理念出现时，与

之相伴的是高昂的成本与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经过早期的创新阶

段并进入示范或发展阶段后，便会产生知识迭代，成本开始下降。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配套基础设施和产品也开始发展，技术进

入扩散阶段。跨行业、跨地域和跨经济体的参与者开始支持转型，

它们之间的积极反馈将进一步提振信心，并将增加价值链各个阶

段的需求和投资，使其具有系统性。最初，新技术的市场份额似

乎很小，每年市场只增长 1%到 2%。 



 

许多人只看到百分比的大小，但却忽略了表明发生指数级增长指

标——复合增长。当新技术市场复合增长率达到 100%时，它会

迅速达到 4％、8％、16％、32％，依此类推，会有越来越多的参

与者克服技术障碍、对新技术抱有信心并沿着这条由先驱者谱写

的道路前进。 

 

随着销量上升、成本下降、转型会沿着“S形”曲线不断前进，直

至新技术完全被市场采纳，这个进程的速度将高于任何现有预测。 

当进程最终稳定到新常态时，曲线就会趋于平稳。 

 

 

  



气候行动路径 

 

马拉喀什伙伴关系(Marakash Partnership)是一个由 300 多个机构

以及区域、城市、企业和投资者气候领导联盟组成的生态系统，

其成立宗旨为加强各国政府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在减少排放和构

筑气候复原力方面的合作。 

 

这一全球伙伴关系在联合国高级别气候倡导者的领导下，努力为

行业变革提供明确指导，并于 2020年 11月通过了在“奔向零碳”

对话上发起的“气候行动路线图”。这些路线图作为政策制定者、

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提供者和公民社会共同实现零碳和兑现《巴

黎协定》承诺的指导路线图，为“奔向零碳”奠定了基础。 

 

让我们一起，把它化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