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零排放之路 
我们采访了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源部门主管及

气候专家保罗•弗兰克尔（Paolo Frankl），

请他谈一谈到 205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需要做出哪些转变。 

最新研究表明，为避免最恶劣的气候影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 2030

年减半，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这实质上意味着，要通过技术或自然方法

从大气中清除所有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实现净零排放相当于达到气候中和。 

国际能源署（IEA）在《2050 年净零排放》报告中发出严重警告：需要大

幅缩减化石燃料的使用。IEA 首次发布此类报告，为全球能源行业到 2050 年实

现净零排放转型目标规划了路线图，同时还能确保稳定实惠的能源供应，提供了

通用的能源获取途径，促进经济稳健增长。 

这并非易事，但 IEA 表示，如果我们做出重大改变，就有可能实现上述目

标。IEA 可再生能源部门主管保罗•弗兰克尔负责该署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

https://www.wri.org/climate/long-term-strategies
https://www.wri.org/insights/net-zero-ghg-emissions-questions-answered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提供技术、市场和系统集成方面的政策建议。ISO 就 IEA 的净零排放报告、转

向低碳社会所必须开展的工作、ISO 标准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采访了保罗。  

ISO: IEA 和 ISO 等组织机构在支撑实现净零转型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保罗·弗兰克尔：首先，我们的报告通过 400 个

重要事件展示了为引领全球到 2050 年实现净零

排放必须采取的优先行动。报告中的一个重要章

节指出，清洁能源转型是民享、民为。正因如此，

IEA 最近成立了全球以人为本清洁能源转型委员

会，使民众从中获益，并应对其负面影响。这意

味着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想法，还要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权

衡折衷做法做出解释。实现净零目标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需要牢记：让全

社会参与决策有助于动员减碳行动，减少环境影响。  

IEA 等组织机构的作用是规划大局。数据清楚地表明，4%的净零转型是行

为改变的直接贡献。消费者在技术方面的选择占累积减排量的一半以上，占比相

当大。那么，消费者依据什么做决定？成本、感知价值和性能。标准在这方面可

以有所帮助。ISO 标准可极大地提振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信心。ISO 的角色

至关重要。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ISO 扮演着各方力量召集人、利益相关方汇聚

者等多重角色，绘就大局，权衡各方利益。 

 

清洁能源转型是民享、民为。 

 

ISO 标准如何支撑《巴黎协定》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行动峰会（又

名缔约方大会（COP）），尤其是关键的 COP 26？ 

COP 26 正在积蓄变革动力，但并非一帆风顺。例如，为了在 2050 年实现

净零目标，到 2030 年底，仅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就要在 2020 年的基础上翻



 

两番。这可能实现吗？理论上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挑战巨大。要实现这一点，还

需要数百万个企业和家庭的共同选择和行动。如上所述，客观上讲，标准有助于

增进他们对清洁能源投资的信心。 

然而，更大的障碍不在能源行业，而在其他终端用能行业。例如，我们需要

多加关注可再生热能政策。世界上仅有不到 50 个国家有可再生热能政策目标，

而 160 多个国家有可再生电力政策目标。我们需要有力可靠的政策行动，快速

推动受新冠疫情严重打击的生物能和液体生物燃料行业的发展。总体而言，生物

能需要更多政策加持，包括备受争议的可持续性问题。 

 

 

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国际标准具有哪些战略性作用？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将需

要哪些标准？ 

一般来说，有两种可再生能源标准。一是性能标准。这些标准能确保可再生

能源产品和技术根据明确的能效和质量准则进行交易，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对

处理建筑物热能的热力行业来说。现在有若干太阳能、固体生物燃料和风力发电

设备方面的标准。二是可持续性标准。它们对于生物能和水电这两类可再生能源

技术尤为重要。制定可用于可持续性相关政策方面的标准确实非常有用。  



 

最后，第三类值得推广的标准是 ISO 14020 环境标志和声明系列标准。例

如，ISO 14025 规定了报告产品或系统在从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到报废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标准化方法。企业界作为 ISO 标准的主要

用户，将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在供应链中使

用可再生能源，公司可以声明“我的产品更环保”。这很重要，因为公司会对其

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越来越负责。另一方面，消费者、政策制定者和财政方面的利

益相关方想要了解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影响。 

我们也需要新标准，如系统集成标准。我认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来说，这个领

域不会有太多先进工作要做。这是一个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多种方法

可以实现不同能源、基础设施和消费领域之间的系统集成。这可能是国际公认的

标准可以切实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 

疫情危机促使我们更加爱护环境。从这方面讲，可再生能源前景如何？ 

可再生能源是唯一没有被疫情严重影响的能源。其他所有燃料都受到了封锁

和燃料需求萎缩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可再生电力需求极速增长（2020 年增长

7%）的支撑下，可再生能源需求总量略有增加，而全球能源需求总量降低 4%。

这是自二战以来能源需求总量出现的最大年度降幅，真是史无前例。 

然而，受疫情影响，并非所有可再生能源都实现了正增长。虽然可再生电力

需求增长了，但可再生热能仍然保持稳定，体现出两个显著的趋势：一是由于需

求降低，工业领域可再生能源需求也下降了；但由于许多人呆在家里，建筑物内

热能需求上升，从而弥补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汽油和柴油需求减少，交通用生物

燃料需求在 2020 年下跌 8%，出现了 20 年来首次大幅下降。 

要实现净零排放需要部署大量创新技术。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话题很大。首先，电力在净零行动中占据优势。未来几年要实现太阳能、

风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安全高效的系统集成。这意味着，要着眼于技术的灵

活性，除可再生能源外，还要关注其他可调度供应源（包括水电和生物能等可再



 

生能源）、更强大的电网和互连性、需求侧管理和价格实惠的储能。电池和制氢

在这十年来真正处于创新前沿，是我们一心想要在此次转型中掌握的两项技术。

它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储能，是在更高的系统灵活性下整合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关键

因素。 

第二个挑战事关热能，它对于将高效终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直接使用结合

起来至关重要。想象一下，将高效的热泵与地热或直接与太阳能结合起来。这需

要大量创新工作，才能获取具有成本效益的良好解决方案。 

第三个是生物能，重点是从废物和残渣中生产可持续的液体生物燃料，用于

运输行业，尤其是航运业。这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因为与其他方法相比，

这个方法影响最小。 

第四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加速制取氢气。 

总之，这些是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最重要的创新领域：太阳能和风能的系统

集成、可再生热能的直接使用及生物能生产。它们不仅用于运输行业，还用于工

业及生物材料领域。最后，下一个前沿是探索利用低碳氢能与生物能技术相结合

来制造可持续产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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