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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机遇： 
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

宋然平  著

OPPORTUNITIES TO ADVANCE MITIGATION AMBITION IN CHINA:  
NON-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引用建议：宋然平 著.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机遇：非二氧

化碳类温室气体. 2019. 工作报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世界资源研究所. www.wri.org/publication/opportunities-
advance-mitigation-ambition.

“工作论文”包括初步的研究、分析、结果和意见。“工

作论文”用于促进讨论，征求反馈，对新事物的争论施加

影响。工作论文最终可能以其他形式进行发表，内容可能

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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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 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以下简称“非二温室气体”）是

气候变化的重要推手，并且对空气质量、人类健康和粮

食生产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根据官方最近一次（2014
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日

本或者巴西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 2015年起中国推出了有关政策，使得非二温室气体的排

放水平显著低于根据之前政策估算的排放水平。根据现

有政策，本文测算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温和增

长至2030年，在2030年至2040年间保持稳定，之后将

开始比较显著地降低。

 ■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减

少排放。通过采取额外措施，中国在2020年至2030年间

累计可以进一步减排非二温室气体达15亿至30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全国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提前至2020年达

到稳定，且排放量水平要低于在现有政策趋势下测算的

排放量。

 ■ 关键减排领域包括减少氢氟烃排放、煤矿的甲烷排放，

以及减少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

 ■ 中国在其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提出的主要量化目

标并不包含非二温室气体。中国应当制定有力度且明确

的非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且相应地开展有关减排行

动，以此在2020年提升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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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中国正在按计划兑现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截至2017
年，中国已经完成了其2009年提出的2020年碳强度减排目标，提

前三年兑现了该承诺。同时，关于中国2015年提出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目前完成进度良好。

然而，全世界若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中国和其他国

家还必须超越现有目标，加快采取行动。即便各国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全部达成，全球趋势仍将经历3.2℃的温升，这远远超出了

《巴黎协定》规定的将温升控制在1.5至2℃之间的目标。作为主

要排放国家之一，中国展现气候领导力是尤其重要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份特别报

告指出，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减少诸

如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和氢氟烃（HFCs）等具

有高增温性的非二氧化碳类气候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全球温升将

不可能被控制在1.5至2℃之间。立即采取快速行动，减少这些非

二温室气体排放，从而避免触发那些危险的气候临界点是尤其重

要的。

非二温室气体对空气污染、人类健康和粮食生产也会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甲烷是对流层（地面和上至15千米间）臭氧的最大

前致物，每年在全球造成的作物减产量达7900万至1.21亿吨，并

与大约100万例过早死亡相关。一氧化二氮则会破坏平流层的臭氧

层，由此来自太阳的有害紫外线将会威胁到人类和生态系统。

减少非二温室气体排放是中国在提出和更新其国家自主贡

献时的一个重要机遇。根据中国政府最近一次发布的数据，中国

2014年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6%，

超过日本或者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且本文还预计该排放

将继续增长。中国2015年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的主要量化目标并

未纳入非二温室气体。然而，中国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减少这类

排放。多项研究表明，有诸多有效措施可以进一步减少排放量，

这使得非二温室气体成为中国增强其减排力度的重要机遇。

 ▪ 本工作论文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一项研究中两部分的第

一部分，该研究会分析中国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在2020年前提升

其减排力度。

 ▪ 本文主要讨论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了有关的未来趋势、

减排潜力和政策建议。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将会对中国更新

其国家自主贡献提出更为全面的建议，包括与二氧化碳排放

相关的有关目标。

表框 1  |  关于本工作论文

研究方法和情景描述

本文识别出非二温室气体的30个主要排放源，综合分析了多

项研究，以测算中国在各种情景下未来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本

文研究了有关的政府文件、知名机构的有关研究论文，以及经同

行审阅的文献和行业研究报告，并咨询了有关专家的意见，从而

制定了排放趋势的三个情景。

本文使用电子表格预测三个情景下到2050年的非二温室气体

排放量。附录A更详细地阐述了有关的方法论和假设，而附录B则

给出含有数据的全部电子表格信息。

参考情景（RS）中有关的政策和趋势均延续2015年的情

形。在该情景中，中国会实施其2015年年底前宣布的政策并实现

相应的承诺目标，包括当前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有关目标和政策。

然而，中国不会推出更多额外政策减排非二温室气体。通过与该

情景进行对照，可以评估中国自2015年以来就非二温室气体控制

所取得的进展。

现有政策情景（CPS）中有关的政策和趋势均延续2018年

的情形。在该情景中，中国会实施2018年年底之前所提出的政策

和目标，包括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基加利修正案》中

的氢氟烃（HFCs）削减目标、中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

中提到的一氧化二氮排放零增长目标，以及中国相关“十三五”

规划中提出的关于煤矿甲烷利用、农村沼气发展和城市固体废物

（MSW）处理的目标。通过和该情景进行对照，可以评估相对于

2018年各项政策，未来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会进一步减

少排放。

强化政策情景（SPS）中包括未来非二温室气体排放路径

的范围，代表着超越现有政策情景、提升减排力度的各种可行选

择。强化政策情景聚焦7个最大的排放来源，其排放总量占到中国

在现有政策情景下2030年非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6%。该情景

中各排放高限下纳入所有减排措施的成本都较低，低于每吨二氧化

碳当量14美元。这一水平是317个追踪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利益相关

方预计的2025年中国碳市场的平均价格。而该情景中各排放低限

趋势下则纳入了力度更大但仍然可行的一些假设，其中包括更高

比例地应用低成本减排措施，以及额外应用一些成本更高的减排措

施。我们根据有关的文献、其他各国的实践，并咨询有关专家的意

见，作出了各种措施的应用比例及其减排潜力的有关假设。

主要发现

在参考情景中，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显著增加。

2012年至2030年间，排放量会增加约44%，并且2030年至2050
年还将继续增长15%。大多数排放产生于工业过程：随着氢氯氟

烃（HCFCs）消费和生产的淘汰，氢氟烃（HFCs）的使用会增

加；而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中产生的排放也是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增

加的一大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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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2015年以来的新政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非二温室气

体的排放趋势。在现有政策情景中，2020年至2030年间排放将温

和增长，并在2030年至2040年间保持平稳，而2040年后会出现

明显的降低。

额外措施可以进一步减少非二温室气体排放，使得排放显著

低于当前政策下预期的排放水平。图ES-1显示，采取额外行动可

图 ES-1  |  各种情景下预测的不同年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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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行动可以显著地降低累计排放量。图ES-2显示，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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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S-2  |  自2015年起相对于参考情景的累计减排量（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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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行动到2030年将会进一步累计减排15亿至30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到2050年将进一步累计减排79亿至17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中国在2030年前可以以较低成本实现每年减排约2.8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非二温室气体。如果采取更有力度且仍然有可行性

的措施，减排效果将会接近于倍增。中国最大的七个排放源可以

实现减排，这些排放源的排放量占2030年中国非二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76%以上。图ES-3呈现出每个排放源减排潜力的范围。

讨论

减排非二温室气体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减少甲烷和

一氧化二氮的排放，可以减少近地面臭氧的生成并且防止破坏平

流层臭氧层，由此改善空气质量、减少过早死亡和其他疾病、增

加粮食产量、保护生态系统，并提升工人的安全水平。较早采取

行动减少氢氟烃排放，能够降低兑现《基加利修正案》有关义务

的成本。

多项减排措施已经存在。表ES-1总结整理了主要排放源的减

排措施。

可以采用排放交易体系（ETS）来推进非二温室气体的减

排。考虑到非二温室气体具有很高的全球增温潜能，如果中国在

即将推出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纳入这些气体，那么企业就有

动力去减少其相关排放。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

排放，以及铝、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器、光伏板生产所产生的含

氟气体，由于其排放源较为集中，并且其测量、汇报及核证也相

对容易，因此也尤其适用于采用排放交易体系来管控其排放量。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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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S-3  |  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各排放源的减排潜力范围（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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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S-1  |  主要排放源的减排措施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建议

采取行动控制非二温室气体排放能够展现中国的气候领导

力，有利于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本文表明中国能够在2020
年至2030年间额外累计减少15亿至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非二温

室气体排放。由于减排的发展和气候效益，中国应当在现行政策

的基础上采取更多行动。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就中国在2020年前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

提升减排的力度提出了四种方案。这四种方案并不互相排斥，决

策者可同时选择多个方案。

方案1：制定一个覆盖全领域的、有力度的、包括二氧化碳和

非二温室气体在内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首先，有力度的目标应

当考虑进一步减排二氧化碳的潜力。此外，中国可以承诺2020年

起非二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稳定，并承诺努力促成相关排放在十年

内尽早开始降低。

方案2：制定一个覆盖全领域的、有力度的非二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有力度的非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可以包括承诺非二温室气

体自2020年起排放达到稳定，并承诺努力促成相关排放在十年内

尽早开始降低。

方案3：对各类温室气体分别制定有力度的减排目标。有力度

的减排目标应该囊括大部分的非二温室气体，包括2030年甲烷排

放相对2014年排放量减少7%至21%，2030年一氧化二氮排放相对

2014年排放量减少7%至11%，以及承诺采取早期行动使得氢氟烃

的累计排放低于《基加利修正案》要求的排放限额。

方案4：承诺对各个排放源实施有力度的行动。作为第一步，

决策者应当实施表ES-1中列出的所有措施，并达成相关目标。

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及早评估进展并识

别有关机遇，在2025年前进一步提升中国非二温室气体的减排力

度。技术发展、早期实施，以及新的社会经济趋势都可能会在短

短数年内解锁更多的减排潜力。因此，中国在近期可能会取得比

预期更大的进展。中国应本着2025年前提升减缓力度的初衷，对

这些变化进行评估。

排放源 减排措施

氢氟烃 (HFCs)
在 2024 年至 2029 年间，将氢氟烃产量控制在《基加利修正案》所允许基准水平的 90%，并逐年以线性方式
削减氢氟烃的生产，以达成《基加利修正案》的目标。进一步措施还包括到 2030 年时，分别以四氟丙烯
（HFO-1234yf）和丙烷（propane）替代 50% 的 HFC-134a 和 HFC-410a，并且逐渐提高替代率

煤炭开采逸散甲烷排放
要求对浓度超过 9% 的煤矿瓦斯进行利用或燃烧排空。进一步措施包括到 2030 年将煤炭消费量减少至低于
20 亿吨标准煤

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一氧
化二氮排放

要求所有的己二酸生产设施、所有主要的和新建的硝酸生产设施进行一氧化二氮的减排。进一步措施包括
将这一要求推广至更小型的硝酸生产设施

农田一氧化二氮排放
推广肥料管理的最佳措施，减少对水稻、小麦、玉米和各类经济作物等施用氮肥。进一步措施包括制定
2020 年至 2050 年间线性减少氮肥施用的目标，使得各类氮肥的施用量能够减少到 2015 年水平的 50%。

肠道发酵甲烷排放
推广家畜繁育措施，在禽畜饲料中加入益生菌和茶皂苷。进一步措施包括改进饲料的可消化性和营养平衡，
以提升肉类和奶类的产量

水稻栽培甲烷排放 加快改善灌溉管理和肥料的施用。进一步措施包括试点利用和促进使用硝化抑制剂、缓释肥料和生物炭。

污水处理甲烷排放
要求所有新建的和已有的主要厌氧污水处理厂（含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安装甲烷回收系统。进一步措施
包括要求推广至更小的污水处理设施

禽畜粪便产生甲烷排放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及之后对农村沼气和禽畜农场制定并达成有力度的沼气发展目标

固体废物产生甲烷排放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及之后制定并达成有力度的固体废物回收目标

电力设备六氟化硫排放 促进六氟化硫的回收、替代、泄露检测和设备整修。进一步措施包括减少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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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AC  空调器

AR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

报告

BUR  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OD  化学需氧量

CPS  现有政策情景

EDGAR  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EPA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TS  排放交易体系

FYP  五年规划

GCAM  全球综合评估模型

GHG  温室气体

GWP  全球增温潜能

HCFC  氢氯氟烃

HFC  氢氟烃

IC  集成电路

IPCC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LBNL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MSW  市政固体废物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PS  新政策情景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

PA-Continued 延续《巴黎协定》的情景

PA-Increased 强化《巴黎协定》的情景

PFC  全氟化碳

PV  光伏

RCP  典型浓度路径

RS  参考情景

SAR  第二次评估报告

SPS  强化政策情景

TPED  一次能源总需求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WEO  世界能源展望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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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在达成和超越其国际承诺方面保

持着良好的记录。截至2017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已经相对2005
年水平降低了46%，超越了中国在2009年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

40%至45%的目标（Reuters 2018）。同时，中国正按计划兑现

其2015年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气候目标（UN Environment 
2019），包括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最大值，同时碳排放强度相对

于2005年降低60%至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增加到20%，以及增加约45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15）。

然而，即使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得以完全实施，仍将使得

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3.2℃（UN 
Environment 2019），这显著地超出了《巴黎协定》的目标，也

即将本世纪的全球温升控制在1.5至2℃。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的契机正在逐渐丧失（Rockstrom et al. 2017）。既然各国已经

同意到2020年前发布或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UNFCCC 
2016），那么各国应以此为契机提升其行动力度。

虽然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人均历史累积的排放还

较小，但中国已经是当前最大的排放国，且1850年至2016年间累

积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在所有国家中排第二位（WRI 2018）。

考虑到中国在提升力度上具有特殊作用，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开展了一项研究，评估中国进一步推进气候行动的各种

机遇。本文是这项研究中的第一部分，旨在识别中国非二温室气

体的减排潜力，并对中国应当如何提升其减排力度提出建议。这

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将会另行发布，将会综合其他各领域的减排机

遇，从而为中国新提出的或者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定更为全面

的建议，这其中就包括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目标。

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

非 二 温 室 气 体 指 的 是 除 了 二 氧 化 碳 之 外 、 纳 入 《 京 都

议定书》的六种温室气体，包括甲烷（ C H 4）、一氧化二氮

（N2O）、氢氟烃（Hydrofluorocarbons - HFCs）、全氟化碳

（Perfluorocarbons - PFCs）、六氟化硫（Sulfur Hexafluoride - 
SF6）及三氟化氮（Nitrogen Trifluoride - NF3）。后面四类非二温

室气体也被称作含氟类气体（F-gases）。

虽然二氧化碳占据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但是非二

温室气体也显著地引发了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指出，若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至2℃，各国应

当立即采取行动减少各种高增温性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甲

烷、一氧化二氮和氢氟烃。立即采取快速行动减排这些非二温室

气体尤其重要，由此才更有可能避免触发那些危险的气候临界点

（IPCC 2018）。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是两种主要的非二温室气体，并且对于人

类健康和粮食生产也存在重大负面影响。甲烷是对流层（地面和

上至15千米间）臭氧的最大前致物（UN Environment and WMO 
2011），每年在全球造成的作物减产达7900万至1.21亿吨，并与大

约100万例过早死亡相关（CCAC n.d.）。在平流层，臭氧保护着

人类和生物免受来自太阳的有害紫外线的伤害，一氧化二氮则会

破坏该臭氧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2013）认

为，一氧化二氮自2010年起就超过了氯氟烃，成为当前最重要的

消耗臭氧层物质。

中国政府最近一次发布非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是在2014
年，其排放量已等同于20亿吨二氧化碳，或者说占到全国排

除森林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6%（中国政府 
2018）。这些排放超过了日本或者巴西同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WRI 2018）。

当前，中国已经制定政策政策，开始对非二温室气体进行

减排。尽管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中的主要量化目标并不包

括非二温室气体，但也提及减少这些气体排放的有关政策和措

施。此外，中国已经试行了一系列的非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应用这些技术将会进一步显著地减少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

（Lin et al. 2018；Yao et al. 2016）。本文对多个情景进行了研

究，分析政策和技术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

首先，就各种情景下如何测算排放量，本文解释了所采用的研

究方法；然后，本文分析了测算结果并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建议。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与Yao et al.（2016）所采用方法相似的分类体

系，使用一个电子表格测算排放量。该电子表格首先识别了30项

非二温室气体的排放源，范围涵盖从煤矿开采的甲烷排放到废弃

物焚烧排放一氧化二氮等领域。接着，本文采用可获得的最新数

据，即中国首份气候变化双年度报告（BUR）中的数据，建立起

中国2012年的历史排放情况（中国政府 2016）。1 同时，还根据

Feng et al.（2016）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 2013）进行的

估算对2012年的有关排放情况进行了补充。

随后，根据政府部门的有关政策文件、知名机构的有关研究

论文、经同行审阅的文献、行业研究报告，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

等作出各种假设，利用电子表格对未来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变

化进行了预测。本研究考虑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根据政府发

布的数据进行决策的习惯，采用了官方数据并尽可能根据官方数

据对预测结果进行校准。然而，从其他来源收集到的数据也用做

弥补有关空白。附录A详细阐述了方法论和各项关键假设，而附录

B则提供了电子表格和所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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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五氟丙烷（HFC-245fa）之外，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SAR）（IPCC 1996）给出的百

年时间尺度下的全球增温潜能（GWP），所有的非二温室气体都转

换成了二氧化碳当量。而五氟丙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则采用了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AR4）的百年时

间尺度数值（IPCC 2007）2。

对于2050年中国非二温室气体的可能排放趋势，本文建立了

三个情景：

 ■ 参考情景（RS），代表着延续2015年的有关政策和排放

趋势。

 ■ 现有政策情景（CPS），代表着延续2018年的当前政策和

排放趋势。

 ■ 强化政策情景（SPS）中排放趋势的高限和低限，代表

着非二温室气体各种可行减排路径的范围。

参考情景

参考情景是基于中国仅仅实施其2015年年底宣布的有关政

策，包括全面实施其国家自主贡献，但是并不进一步推出政策影

响其非二温室气体的排放。参考情景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因为自

2015年来，中国已经宣布并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然而，可以把

参考情景作为一个基准，从而相对于中国的首份国家自主贡献，

比较中国是否提升了非二温室气体的减排力度以及提升了多少。

参考情景包括了以下几项关键假设：

 ■ 根据国家自主贡献所承诺的行动，2020年前与化肥有关

的排放实现零增长。

 ■ 除了煤矿甲烷的回收之外，根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

2015年年底时现行的其他有关政策预测能源消费量和生

产量，比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 2013）。

 ■ 根据1997年修订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二氟一

氯甲烷（HCFC-22）作为一种消耗臭氧层物质（ODS）

将会被淘汰，而用作工业原料的二氟一氯甲烷及其相应

的三氟甲烷（HFC-23）排放会继续增加。其他类氢氟烃

的生产和使用则没有其他法规进行限制。

 ■ 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没有法规进

行限制。

 ■ 农村沼气的生产率、煤矿甲烷的利用率，以及市政固体

废物（MSW）的处理率保持在2015年水平，这是因为当

前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政策都是在2016年年末或2017年年

初发布的。

现有政策情景

现有政策情景回应了中国在排放领域内直至2018年年底的

现行政策。如果小概率情况下中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

本文中的现有政策情景就能够对中国的未来排放趋势做出最好预

测。现有政策情景也可作为一种基准，用以评估未来政策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减少了排放。

现有政策情景包括了以下几项关键假设：

 ■ 中国在2020年前将会核准《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基

加利修正案》，三氟甲烷（HFC-23）排放在2020年前

会接近于零3，其他类氢氟烃物质排放也会有所削减。

尽管中国尚未核准该修正案，然而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

其表达了支持，并且中国也承诺会加快核准进程（赵静 
2017）。因此，本文认为《基加利修正案》是当前政策的

一部分。

 ■ 根据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工业过程产生的一氧

化二氮排放在2020年前会实现零增长（中国政府 2016）。

 ■ 正 如 中 国 在 2 0 1 6 年 年 底 和 2 0 1 7 年 所 发 布 的 有 关

“十三五”规划所明确的，中国会实现其关于煤矿甲烷

利用、农村沼气开发和市政固体废物处理率的政策目标

（国家能源局 201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原农业部 
201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 尽管中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也承诺能源部门

甲烷排放到2020年前实现零增长（中国政府 2016），参

考情景中预测该排放源已经达到峰值。因此，该政策不

会对现有政策情景中的预测产生影响。

 ■ 尽管中国宣布了建立全国排放交易体系的计划，包括覆

盖范围和总配额上限等相关细节尚且不得而知，因此无

法预测该政策的减排潜力。由此，本研究不把排放交易

体系视作当前政策的一部分。

强化政策情景

对于超越现有政策情景的各项可行减排方案，强化政策情

景试着预测其对于中国提升非二温室气体减排力度的影响。根据

所采用的减排措施的强度，本文识别出排放趋势范围的高限和低

限。强化政策情景的排放高限所代表的是对减排潜力的保守预

测，而排放低限则是基于一系列更有力度但仍然可行的假设。

强化政策情景包括了以下几项关键假设：

 ■ 为简化起见，在强化政策情景中，仅对七大排放源实施

减排措施，这些排放源的排放占到2030年中国非二温室

气体排放的约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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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的高限下，仅考虑那些经过验证、

马上可得且成本低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4美元的减排措施。

在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的低限下，一部分排放源的减排成

本超过了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4美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14美

元（折合98元）被视为是成本较低的基准碳价；根据被问卷

调查的317个追踪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利益相关方，这一水平

预计也是2025年中国的平均碳价（Slater et al. 2018）。

 ■ 除了成本之外，排放趋势的高限和低限还考虑到在特定领

域应用和规模化有关措施是否现实，并且也对减排措施的

选择以及/或者其应用比例作出了不同的假设，这得益于

有关的文献、他国的实际应用，以及专家咨询情况。

表1总结整理了对七个最大的排放源所产生排放的高限和低限

进行的有关假设，附录A更详细地阐述了相关假设及其合理性。

表 1  |  强化政策情景各项假设的总览

排放源
现有政策情景
下 2030年的排
放占比（%）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高限的有关假设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低限的有关假设

氢氟烃 
(HFCs) 18

在 2024 年至 2029 年间，消费量冻结在《基加利修正
案》所允许水平的 90%，并且在随后数年内以线性（而
非分阶段）方式进行削减，避免出现搁浅资产损失

在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高限的有关假设之外，到
2030 年分别以四氟丙烯（HFO-1234yf）和丙烷（propane）
替代 50% 的 HFC-134a 和 HFC-410a，并且逐渐提高替代
率（Lin et al. 2018）

煤炭开
采逸散
甲烷排
放

16

2030 年前，对浓度相对较高（9% 或更高）的甲烷采
取抽排、利用或者燃烧排空的方式进行减排处理。
成本范围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0.5 至 11 美元（杨礼
荣 等 2014）

在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高限的有关假设之外，
2020 年后按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
项目（2016）制定的控煤目标，减少煤炭产量

农田一
氧化二
氮排放

13
按照 Wang et al.（2014）所研究识别的，采取三种成本
为负的化肥施用措施，到 2030 年实现其 70% 的减排
潜力，到 2050 年增至 100%

假设氮肥施用量从 2020年至 2050年以线性方式降低，
到 2050 年施用量仅为 2015 年水平的 50%。该假设接近
于 Lin et al.（2018）基于咨询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意见，
也经本文作者的专家咨询所确认（Li 2018）

肠道发
酵甲烷
排放

10
推广家畜繁育，采取加入益生菌和茶皂苷等措施，这
些措施成本为负（Wang et al. 2014），同时认为 2030 年能
够实现这些措施 70% 的潜力，到 2050 年增至 100%

假设通过改进饲料营养平衡和可消化性，中国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可以分别减少 17% 和 30% 的相关排
放，这与 Lin et al.（2018）的假设也相近

水稻栽
培甲烷
排放

7

通过改善灌溉和施用肥料等负成本或低成本的措施，
到 2030 年和 2050 年相对于现有政策情景的排放量能
够分别减少 12.5% 和 25%。该假设基于查询有关文献
和咨询有关专家（Li 2018；Lin et al. 2018；Tian et al. 2018）

假设在采取负成本或低成本措施之外，还使用硝化
抑制剂、缓释肥料和生物炭等，可能在 2030 年和
2050 年相对于现有政策情景的排放量能够分别减排
30% 和 50%。该假设基于查询有关文献和咨询有关
专家（Li 2018；Linquist et al. 2012；Xiao et al. 2018）

硝酸和
己二酸
生产一
氧化二
氮排放

6

假设 2030 年前中国 100% 的己二酸生产设施都安装
了减排系统，并且 2030 年中国的硝酸生产设施中有
20% 都安装了系统减排（二级处理），到 2050 年增
至 80%。这些假设基于成本估算和其他国家的实践
（EPA 2013；Schneider and Cames 2014；杨礼荣 等 2014）

假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中国到 2030 年为所有
己二酸生产设施都安装了减排系统，并且 2030 年
和 2050 年中国的硝酸生产设施中安装了减排系统
（二级处理）的比例分别达到 40% 和 100%。这些假
设基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专家的有关研究（EPA 2013；
Schneider and Cames 2014；杨礼荣 等 2014）

污水处
理甲烷
排放

4

假设现有的厌氧污水处理厂安装甲烷回收系统，生
活污水处理的排放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将会分别减少
20% 和 30%，而工业废水处理的排放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将会分别减少 36% 和 53%。这些假设基于成本估
算（大约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7 至 9 美元）（杨礼荣 
等 2014）、估计不同工艺的排放因子，以及 2012 年
的全国加权平均值（蔡博峰 等 2015）

假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推广在现有的厌氧污水
处理厂安装甲烷回收系统，中国生活污水处理的排
放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将会分别减少 25% 和 44%，而
工业废水处理的排放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将会分别减
少 46% 和 80%。本文根据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做出
了上述假设（蔡博峰 等 2015；杨礼荣 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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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局限

本文以大量的官方发布数据、研究和估算为基础。这些信息

来源中的任何不确定性或者谬误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在各相关

的关键数据源缺乏定量化不确定性信息的情况下，本研究无法对

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定量评估。

各类关键数据源包含了一些并不完全一致的假设。例如，对原铝

需求进行预测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数的假设可能会

不同于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进行预测所使用的假设。为了提

升一致性，只要能够获取相关信息（例如对六氟化硫进行预测时），

本文均对预测作出调整，以便结果均基于一致的假设。同时，本文还

力求把与各种情景均最为接近的有关研究作为数据信息来源。尽管如

此，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等一些关键变量的假设在大多数相

关研究中并非完全一致，有可能会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本文还单独对各个排放源及其减排潜力进行了预测，并未明

确考虑到各个排放源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所有排放源汇总结

果的准确性也会降低。

排放及其影响因素（例如活动数据、生产量和消费量、经

济增长率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化，这也使得预测不

准。由于相关的各个系数更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出现变化，在

研究2030年后的有关结果时尤其会出现上述情况。因此，应当更

加审慎地看待长期预测。

除非制定了特定的政策目标，本研究假设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出

现，长期内不会使得排放降低。这一点可能会高估了有关的排放量。

最重要的是，本文在计算减排潜力，尤其是测算强化政策

情景的排放高限时，对“可行”的定义比较保守。也就是说，相

关假设仅仅纳入了一些经过验证、马上可得且财务成本较低的技

术，而没有纳入其全经济效益（如更清洁的空气、健康状况改

善、消耗更少的自然资源、能源安全水平更高等带来的效益）。此

外，本文仅仅量化了现有政策情景下2030年七大排放源的减排潜

力，并未研究许多面向小排放源的有效措施。例如，超越当前的

2020年目标，进一步利用禽畜粪便进行生物制气（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和原农业部 2017），以及增加废物回收以避免市政固体废

物的甲烷排放是可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16）。同时，也可以采取多项措施减少电力设备有关的六

氟化硫排放（EPA 2013；Zhou et al. 2018）。因此，强化政策情

景并未完全反映出减排潜力；相反，该情景旨在增进信心，推动

在短期内对更有力的目标进行承诺。

即便全面采纳了强化政策情景下的排放目标，相应的排放

趋势可能也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随着时间的推

进，需要开展新的评估，以便为气候行动的力度水平提供信息。

附录A和附录B更为详细地给出了各个情景的假设、数据和量

化公式，以便较为透明地对结果和结论进行评估。

主要发现

非二温室气体的总体排放趋势

图1展示了2012年至2050年非二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在参

考情景中，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从2012年的不到20.58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到2030年的约29.5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增长幅度达到44%。2030年后，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可能继续

增加15%，到2050年达到约33.9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自2015年来推出的政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非二温室气

体的排放趋势。在现有政策情景中，2020年至2030年间的排放增

幅约为16%，2030年至2040年间非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预计会稳

定在25.7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2040年后会出现明显的降低。

超越当前政策减排非二温室气体是可能的。在强化政策情景

下，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提早十年至2020年达到稳

定，并且排放量也比当前政策下的排放量低13%。采取强化行动，

非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有可能2030年之前（排放量的低限），或者

2050年之前（排放量的高限）就可以回归到2012年的水平。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累积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进而造

成了气候变化。因此，累积的排放量应当引起关注。如图2所示，

本研究中各个情景下自2012年起的累计排放量也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参考情景下的排放量，现有政策情景下到2030年将可能会减

少3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累计排放量，到2040年达90亿吨，并且

到2050年达178亿吨。在上述成就的基础上，强化政策情景到2030
年将可能进一步减少15亿至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累计排放量，到

2040年达46亿至96亿吨，并且到2050年达79亿至175亿吨。

参考情景下的趋势

图3还详细呈现了参考情景下的有关趋势。2012年至2030年

间，其他部门的排放要么保持稳定，要么趋于平稳，而工业过程

的排放可能会增至三倍，并且从2030年至2050年还将增加50%。

这一增长源于中国制冷需求的增加，也源于中国贯彻《蒙特利尔

议定书》的要求而淘汰氢氯氟烃，并大规模采用氢氟烃替代氢氯

氟烃，这使得氢氟烃的预测需求增长强劲。而己二酸作为一氧化

二氮排放的一大主要来源，对其强劲需求的预测也使得排放量会

显著增加。汽车行业中生产轻型汽车的需求，以及不断增长的电

子消费产品行业带来的需求，都是己二酸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

素（GVR 2018）。 

现有政策情景下的趋势

相比参考情景下的排放量，现有政策情景下到2030年有可能

会减少约3.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超过了乌克兰2016年的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UNFCCC 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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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各种情景下预测的不同年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图 2  |  自2015年起相对于参考情景的累计减排量（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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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参考情景下分部门和分气体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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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所示，对氢氟烃采取行动会有助于完成《基加利修正

案》要求的超过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而根据《基加利修

正案》的要求，中国的三氟甲烷排放到2020年将会减至近零，

并且自2024年起，中国将会限制其他氢氟烃类物质的生产和消

费（UN Environment Ozone Secretariat 2018）。尽管如此，由

于相关排放滞后所带来的影响，含氟类气体尤其是氢氟烃类物质

（HFCs）要到2034年才会达到稳定。

中国承诺到2020年前实现工业过程中一氧化二氮排放的零

增长，这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硝酸和己二酸生产领域减

排1.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5年之后，中国还在各个行业性的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相关政策目标，提高煤矿甲烷的回收和

利用、改善市政固体废物处理，并开发农村沼气设施，这将会分

别减排3100万吨、2400万吨和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图 4  |  参考情景和现有政策情景下2030年非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减排的各个来源（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备注：本图中给出的数字有取整，加总可能不准确。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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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情景下的趋势

图5展示了2030年七大排放源减排潜力的范围。能够产生最

大效果的有潜力的减排措施是加快削减氢氟烃、控制煤炭产量，

以及强制要求减少硝酸和己二酸生产过程中的一氧化二氮排放。

在强化政策情景中，如果仅仅采取那些成本为负或者成本较低的

措施，中国到2030年前相对于现有政策情景将有可能减排2.8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中国的减排效果可能翻

倍，到2030年减排5.4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将2030年非二温室

气体排放量维持在2012年的水平。

图6展示了2030年各行业的排放量。若采取强化行动，2030
年农业和工业过程将会成为最主要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

图7显示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状况。甲烷排放虽然在2020
年可能已经稳定，但仍然会是最主要的非二温室气体。尽管采取

措施加快削减氢氟烃，然而含氟类气体在2012年至2030年间仍将

增长80%至128%（基于排放量趋势的高限和低限）。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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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强化情景下2030年分部门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图 7  |  强化情景下分气体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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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排放的趋势

正如图8所示，即便在参考情景下，甲烷排放在2020年至

2030年间也将稳定，并接着随时间增长不断降低。现有政策情景

有可能使得甲烷排放提早十年达到稳定，接着与参考情景类似，

甲烷排放量逐渐缓慢降低。

然而，若采取强化行动，中国有潜力使甲烷排放量降低得更

快。在强化政策情景中，2030年甲烷排放能够比2012年降低8%
至21%，如果在煤矿甲烷、污水处理、水稻栽培和肠道发酵等领

域推出有力度且有成效的政策，就能够实现上述减排潜力。

一氧化二氮排放的趋势

图9显示在参考情景下，一氧化二氮排放会持续增加至2030
年。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政策来管控工业排放，来自硝酸和己二酸

生产所产生的排放会持续增长至2030年。

在现有政策情景下，一氧化二氮排放自2020年起就开始保持

平稳。一方面，根据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所提出的工业

过程一氧化二氮排放零增长的目标，到2030年将会相对于参考情

景减排1.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另一方面，缺乏额外政策和行动

也可能使得排放量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一氧化二氮排放在2020年至2030年间

就可能显著降低，并在长期内持续降低。2030年一氧化二氮排放

量相对于2012年可能会减少11%至15%，大部分减排均源自对硝酸

和己二酸生产所采取的措施，也即要求所有的己二酸生产设施和

40%的硝酸生产设施均进行减排。其余的减排量源于减少施用氮

肥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减少来自农业土壤的排放。

含氟类气体排放的趋势

在所有情景下，含氟类气体排放均会相比2012年水平大幅增

长，如图10所示。

在参考情景下，由于对氢氟烃需求强劲且几乎没有管控，

2050年的排放量可能增长500%。

由于《基加利修正案》的约束，现有政策情景下氢氟烃的排

放量会增长到一个低得多的水平，到2030年达到6.64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并且到2050年最终降至5.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尽

管《基加利修正案》最早会从2024年开始限制氢氟烃的消费和生

产，然而由于当前空调器和冷藏设备中使用的大量氢氟烃存在排

放滞后的效应，其排放量要到2030年后才能达到峰值。这类气体

的排放将会滞后到维修或者产品寿命终止时才会显现。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若加快实施《基加利修正案》，那么

2030年可能相对于现有政策情景减排1800万至1.12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

如果比《基加利修正案》提前几年对氢氟烃的消费和生产进

行限制，就能够实现强化政策情景下排放趋势低限的减排量。这

么做还可能会降低达成《基加利修正案》的成本，这是由于生产

图 8  |  各种情景下的甲烷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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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图 9  |  各种情景下的一氧化二氮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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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各种情景下的含氟类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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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往往会有十年的寿命周期，如果预见到将来对生产和消费的

限制而提早五年采取行动，就可以避免出现搁浅资产损失。

为了实现强化政策情景下的排放低限，中国需要到2030年

分别以四氟丙烯（HFO-1234yf）和丙烷（propane）替代50%的

HFC-134a 和 HFC-410a。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可行的（Lin et al. 
2018）。该研究分析了四氟丙烯的应用和专利现状，以及其在江苏

省的生产状况。该研究还考虑了中国美的集团开展的试点工作。

对比分析
尽管有一些研究分析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EPA 2013；

Fawcett et al. 2015；Lin et al. 2018；杨礼荣 等 2014；Yao et al. 
2016；Zhang et al. 2018），然而只有两份研究（Fawcett et al. 
2015；Lin et al. 2018）明确考虑了中国在2015年推出的政策。

Fawcett  e t  a l .（2015）采用了一个全球综合评估模型

（GCAM），相对于各国2015年提出的国家气候承诺建立起各国的

排放路径，包括对中国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包

括了延续《巴黎协定》的情景和强化《巴黎协定》的情景，两个情

景均认为中国在2030年会兑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而差别在

于2030年之后的脱碳程度。由于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并不包括一

项非二温室气体的量化目标，GCAM假设经济体内所有部门（包括

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从而推算出相应的

减排量。GCAM采取的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评估报告中给出的全球增温潜能值（Fawcett et al. 2015）。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的Lin et al.（2018）采用

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根据终端使用情况的模型分析方法，模拟了来

自能源和非能源部门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推动因素及其影

响。Lin et al.（2018）建立了一个参考情景，意在反映所有采纳了

的政策，包括支持实施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政策，尽管他们并不反

映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或目标的相应成果。LBNL的参考情景并未

假设《基加利修正案》获得核准，而本报告中的现有政策情景则包

括了《基加利修正案》获得核准的影响，而这个假设解释了本报告

现有情景和参考情景的排放量差别的55%。LBNL的研究也构建了

一个减缓情景，包括了一些关键的低成本且可获得的技术，以及在

没有特定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已经采用的减排措施。LBNL采

用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给出的全球

增温潜能值（Lin et al. 2018）。

根据对情景的描述，本研究中的参考情景与上述两项研究中

的延续《巴黎协定》的情景和参考情景最为相似，本研究中的强化

政策情景与上述两项研究中的强化《巴黎协定》的情景和减缓情景

最为相似。上述两项研究中没有与本文中的现有政策情景相似的情

景。表2总结了这三项研究的一些关键特征。

图11对比了几项研究预测的甲烷排放量，GCAM中的历史排放

量比WRI和LBNL的数据要高很多。这是因为GCAM采用了全球大

气研究排放数据库的行业数据，并根据典型浓度路径对排放总量进

行了校准，而WRI和LBNL要么直接采用官方数据，要么根据官方

数据对排放量进行校准，因此尽管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的行

业数据存在巨大差异，但更准确和全面。

在所有的情景下，GCAM均预测2012年至2015年间的甲烷排

放量出现陡降，而WRI和LBNL均预测同期内甲烷排放量会温和

增长。最近一份研究采用了卫星数据，结论认为煤矿甲烷排放在

这一时期内会略微增加，这一排放占到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43%
（Miller et al. 2019）。WRI和LBNL的预测与Miller et al.（2019）

给出的结论相吻合。

尽管如此，在参考情景和类似的情景中，所有的研究均预测

甲烷排放量在2030年前要么会保持稳定，要么会出现下降。而对

于能源生产预测，尤其是对煤炭生产预测的不同可能就解释了各情

景中排放趋势的差别。

表 2  |  几份研究的关键参数对比

研究 全球增温潜能来源 基准年份 基准年数据来源

WRI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2012 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并以 Fang et al.（2016） 
和 EPA（2013）加以补充

LBNL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2010
2050 年中国资源与能源需求分析模型的结果，采用了发布的数据对
历史活动水平进行了校准，也根据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对

总排放进行了校准

GCAM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 2010 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备注： 作者对 GCAM 中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分析结果根据第二次评估报告的全球增温潜能值进行了调整，以便进行对比。由于缺乏有关气体组成的数据，因此含氟类气体的分析

结果没有进行调整。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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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  甲烷的预测排放量对比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根据 Fawcett et al.（2015）和 Lin et al.（2018）进行整理

参考情景和类似情景下的甲烷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强化政策情景和类似情景下的甲烷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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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一氧化二氮的预测排放量对比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根据 Fawcett et al.（2015）和 Lin et al.（2018）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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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0

2012

2012

2015

2015

2020

2020

2030

2030

2040

2040

2050

2050

700

700

900

800

800

900

600

600

500

500

400

400

300

300

200

200

100

100

0

0

WRI-参考情景 GCAM巴黎-增强情景（根据第二次评估报告调整了全球增温潜能值） LBNL – 对照情景

WRI-强化政策情景范围 GCAM巴黎-增强情景（根据第二次评估报告调整了全球增温潜能值） LBNL减排情景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机遇：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

工作论文  |   2019年9月  |  21

在强化政策情景和类似的情景下，所有研究测算的排放量均

呈现相似的趋势。强化政策情景的排放趋势范围与GCAM（接近

于排放量范围的高限）和LBNL（接近于排放量范围的低限）的研

究均有重合。

WRI、GCAM，以及LBNL的研究在一氧化二氮的历史排放量

数据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见图12）。GCAM没有纳入农业排放源的

一氧化二氮排放，这一排放源约占2012年一氧化二氮排放总量的

59%。即使排放源相同，有关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比如LBNL的

估算排放量就比官方数据（也是WRI采用的数据）要低得多。

在参考情景和类似的情景下，LBNL假设硝酸和己二酸生产在

2020年前达到峰值，然而WRI基于2024年全球市场展望（GVR 
2018），认为该生产要到2030年才能达峰。这很可能就解释了两

份研究在2020年后一氧化二氮排放趋势上的差异。

在强化政策情景和类似的情景下，WRI和LBNL对一氧化二氮

的减排潜力也给出了不同的预测。原因在于，LBNL咨询的专家给

出了更为保守的见解，其减缓情景据此也就排除了硝酸和己二酸生

产中的一些减排措施。WRI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有关文献和相

关实践，对减排措施的成本及其应用比例作出了更为乐观的假设

（EPA 2013；Schneider and Cames 2014；杨礼荣 等 2014）。

如图13所示，几份研究对含氟类气体排放量的预测也差异迥

然。除了采取的模型模拟方法不同之外，GCAM采用的数据来源和

全球增温潜能值与WRI和LBNL均不同。而WRI和LBNL的预测量出

现的差异可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WRI涵盖的含氟

类气体更为广泛，包括了生产光伏板和平板显示器的排放，以及来

自HFC-143a、HFC-152a和HFC-245fa的排放，而LBNL并不包括这

些排放源。在WRI的参考情景和LBNL的类似情景中，上述不同导

致030年两家机构预测的含氟类气体排放量产生了约35%的差距。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根据 Fawcett et al.（2015）和 Lin et al.（2018）进行整理

WRI-强化政策情景范围和类似情景下的含氟类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WRI-参考情景和类似情景下的含氟类气体排放量（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图 13  |  含氟类气体的预测排放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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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气体的历史排放量数据在各项研究中都不同。比

如，在参考情景或类似情景中，WRI和LBNL均预测HFC-134a排

放量在2012年至2030年间会增长，且增长率相近（分别为378%
和372%）。然而，LBNL的研究中，2012年排放量数据仅为气候变

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中给出数据的27%，而后者也是WRI采用

的数据。在参考情景和类似情景下，HFC-134a排放量的上述差异

导致2030年两家机构预测的排放量产生了约23%的差距。

最后，几份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假设均不同。比如，对于

空调器和电冰箱的HFC-125排放，以及金属和半导体生产产生的

含氟类气体排放，WRI和LBNL采用了比较接近的2012年历史排放

量数据，但是WRI预测这些领域的排放增长要比LBNL的预测快很

多。在参考情景和类似情景下，HFC-125和含氟类气体排放量的上

述差异，导致2030年两家机构预测的排放量产生了约32%差距。

讨论
减少非二温室气体的排放除了气候效益之外，还存在巨大的

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甲烷排放会增加对流层臭氧含量，

而臭氧是雾霾的一种重要成分，因此减排甲烷有助于改善空气质

量，并减少由于心肺疾病带来的（尤其是儿童和老人）过早死

亡。减排甲烷能够防止形成对流层臭氧，还有益于粮食生产和生

态系统保护（CCAC n.d.）。同时，由于一氧化二氮会消耗平流层

臭氧，减排一氧化二氮也会减少皮肤癌和眼科疾病的发病率，并

且有助于保障粮食生产（Leaf 1993）。

采取非二温室气体的减排措施还存在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回收煤矿甲烷可以降低爆炸的风险，提升工矿区安全水平。

减少填埋场的甲烷排放也会降低恶臭，这也是公共投诉的一大领

域。Cai et al.（2018）的研究结论认为，填埋场减排甲烷会随着

相关措施的实施进程而减少恶臭，并且中国因此受到影响的人口

也会减少。收集到的甲烷若加以利用，则是一种清洁燃料，排放

更少的空气污染物，同时还节省了能源成本。一氧化二氮的减排

也同样具有节省成本的效益。例如，Kanter et al.（2015）估算认

为，如果减少氮肥施用能够得到正确实施，那么中国农民在20年

内可以省下约20%的肥料成本。

采取早期行动控制氢氟烃，可能会减少兑现《基加利修正

案》义务的成本。根据《基加利修正案》的要求，中国需要从

2024年起减少氢氟烃的排放和生产。在预测到这一限制的情况

下，中国可以限制新建相关生产设施，并且减少由于搁浅资产所

导致的经济损失。

表 3  |  助力提升减排力度的关键措施

排放源 力度水平 减排措施 可行性说明

氢氟烃 （HFCs）

中等
在 2024 年至 2029 年间，将氢氟烃产量冻结在所
允许基准水平的 90%，并且以线性方式削减氢
氟烃的生产，以达成《基加利修正案》的目标

预见到即将进行削减而控制生产量，将会避免产能
过剩形成搁浅资产

较高
除了采取中等力度的措施外，到 2030 年分别以
四氟丙烯（HFO-1234yf）和丙烷（propane）替代

50% 的 HFC-134a 和 HFC-410a，并且逐渐提高替代率

专家根据中国的当前市场情况、专利和试点工作状
况作出的判断（Lin et al. 2018）

煤炭开采逸散 
甲烷排放

中等
要求对浓度超过 9% 的所有的煤矿甲烷排放进

行利用或燃烧排空

尤其是浓度相对更高的煤矿甲烷在应用时，该措施
的实施成本较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0.5 至 11 美元）

（杨礼荣 等 2014）

较高
除了采取中等力度的措施外，将 2030 年的煤炭

消费量减少至低于 20 亿吨标准煤

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2016）
纳入了大量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关
键的行业协会的意见，该项目开展的一系列一手研

究均认为这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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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助力提升减排力度的关键措施（续）

备注：本表中与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范围的高限相吻合的措施归类为中等力度，而与强化政策情景排放趋势范围的低限相吻合的措施归类为较高力度。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排放源 力度水平 减排措施 可行性说明

硝酸和己二酸 
生产一氧化二氮

排放

中等
要求所有的己二酸和硝酸生产设施进行一氧化

二氮的减排

即便没有清洁发展机制的支持，这些措施的实施
成本也较低：己二酸生产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0.12
至 1.35 美元；硝酸生产（二级处理）为每吨二氧化
碳当量 0.2 至 10 美元。己二酸生产非常集中，硝酸
生产分散一些但是生产设施的数量仍然是便于管
理的，因此管控法规应该较容易实施（EPA 2013；

Schneider and Cames 2014；杨礼荣 等 2014）
较高

加快采取中等力度的措施，并且将这一要求推
广至更小型的硝酸生产设施

农田一氧化二氮
排放

中等
推广肥料管理的最佳措施，减少对水稻、小麦、

玉米和各类经济作物等施用氮肥
这些措施的成本为负（Wang et al. 2014）

较高
制定从 2020 年起减少氮肥施用的目标，到 2050

年，氮肥施用量减至 2015 年水平的 50% 专家判断（李玉娥 2018；Lin et al. 2018）

肠道发酵甲烷 
排放

中等
推广家畜繁育措施，在禽畜饲料中加入益生菌
和茶皂苷，以及其他改善饲料营养平衡的措施

这些措施的成本为负（Wang et al. 2014）

较高
进一步措施包括改进饲料的可消化性和营养平

衡，以提升肉类和奶类的产量
专家的判断（Lin et al. 2018）

水稻栽培甲烷 
排放

中等 加快改善灌溉和肥料的施用方式
这些措施的成本为负并且可以在中国进一步推广

（李玉娥 2018；Lin et al. 2014；Tian et al. 2018）

较高
除了采取中等力度的措施外，试点利用和促进

使用硝化抑制剂、缓释肥料和生物炭
文献综述以及专家的判断 

（李玉娥 2018；Linquist et al. 2012；Xiao et al. 2018）

污水处理甲烷 
排放

中等
要求所有新建的和已有的主要厌氧污水处理厂
（含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安装甲烷回收系统 这一措施的实施成本（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7 至 9 美

元）是可接受的，并且根据中国污水处理厂的现状，
还有巨大的潜力（蔡博峰 等 2015；杨礼荣 等 2014）

较高
除了加快采取中等力度的措施外，要求相关措

施推广至更多设施

禽畜粪便甲烷 
排放

未评估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及之后，对农村沼气和
禽畜农场制定并达成有力度的沼气发展目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原农业部（2017）估算认
为，中国生物制气的生产潜力约为 1227 亿立方米。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若到 2020 年全面达成，也

仅仅占到这一潜力的不到 17%

固体废弃物甲烷
排放

未评估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及之后，制定并达成有

力度的固体废物回收目标

中国在重点城市已经在采取行动加强回收固体废
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在今后设定一个国家回收目标应当是可行的

电力设备 
六氟化硫排放

未评估
促进六氟化硫的回收、替代、泄露检测和设备
整修。进一步措施包括减少电力需求，也有助

于减少排放

相关措施来源于 Zhou et al.（2018）和 EPA（2013）。美
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估算认为，大部分措施的成本都

不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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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诸多现成的减排措施。为了实现强化政策情景所需的

有关假设，本文识别了一些减排措施。表3总结了这些措施并且给

出了相应的可行性说明。

排放交易体系可能会推进非二温室气体减排。由于大部分减

排措施的成本较低，排放交易体系可能会被用作减少非二温室气体

的排放。对于硝酸和己二酸生产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以及

铝、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器、光伏板生产所产生的含氟类气体，由

于排放源往往集中于少数工业设施，并且其相关排放量的测量、汇

报及核证也相对简单，因此尤其适于采用排放交易体系来管控其排

放量。由于非二温室气体具有很高的全球增温潜能，如果中国的碳

排放交易体系中纳入这些气体，企业就有动力减排。

中国的全国排放交易体系在第一阶段仅仅涵盖电力部门和二

氧化碳排放。如果将该体系扩展至覆盖上述行业，并且在随后的

阶段中纳入非二温室气体，中国就能解锁一些巨大的减排潜力。

建议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建议中国在其2020年新提交的或更新的

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明确的、有力度的非二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并

采取相应的行动措施，并在2025年前识别进一步减排的途径。

提出更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对于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全面实施新的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其累计排

放量应当比实施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更低，由此才能说目标是有

力度的（Fransen et al. 2017）。

中国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的主要量化目标中未包括非二温室

气体。中国支持《基加利修正案》但尚未正式核准。中国在其气

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中提到，工业过程一氧化二氮排放在

2020年实现零增长的目标，也不在2015年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

中。由于这两项政策占到了现有政策（相较于参考情景）减排量

的80%以上，因此中国新提出的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应全面

纳入这些政策的影响。

采取行动管控非二温室气体可以展现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并

为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释放积极信号。本研究证明，中国到

2030年前在非二温室气体领域额外累计减排15亿至30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是可行的。由于存在发展和气候的效益，中国应当在当前

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以下列出的一项或多项方案来提升其国家自

主贡献。这些方案并不相互排斥。

方案1：制定一个覆盖全领域的、包括二氧化碳和非二温室气

体在内的、有力度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首先，有力度的目标应

当考虑进一步减排二氧化碳的潜力。此外，中国可以承诺2020年

起非二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稳定，并承诺努力促成相关排放在十年

内尽早开始降低。

方案2：制定一个覆盖全领域的非二温室气体有力度的减排

目标。有力度的非二温室气体目标可以包括承诺非二温室气体自

2020年起排放达到稳定，并承诺努力促成相关排放在十年内尽早

开始降低。

方案3：对各类温室气体分别制定有力度的减排目标。有力度

的减排目标应该囊括大部分的非二温室气体，包括2030年甲烷排

放相对2014年排放量减少7%至21%，2030年一氧化二氮排放相对

2014年排放量减少7%至11%，以及承诺采取早期行动使得氢氟烃

（HFCs）的累计排放低于《基加利修正案》要求的排放限额。

方案4：承诺对各个排放源实施有力度的行动。作为第一步，

政策制定者应当实施表ES-1中列出的所有措施和目标。

方案1、方案2和方案3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楚地表明温室气体

排放量，而仅仅采纳方案4可能会让人难以了解国家自主贡献的减

排影响。在方案1和方案2中，中国实现相关目标的灵活性更高，

在某一领域的绩效若不尽人意，在其他领域超额完成目标即可弥

补。相比之下，方案3和方案4对于具体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

和消费者来说就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

即便中国完全采纳了上述建议，减排量很可能仍然不足以实

现《巴黎协定》的2℃目标，遑论1.5℃目标（Robiou du Pont and 
Meinshausen 2018）。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并逐渐成熟，低成本

的可行减排方案的范围很可能会有所扩展。更多的最新数据、不

断涌现的经济社会趋势，以及新的研究等，都可能会带来增加减

排潜力的政策。因此，在数年内，本着在2025年前提升减排力度

的初衷，政策制定者应当重新评估中国在非二温室气体领域的减

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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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各种情景下预测中国非二温室
气体排放的方法论和关键假设

总体假设

国内生产总值

本文采用了多项已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测值的均值，相

关预测来源于多家具有经济研究能力的知名机构。2018年至2020
年的预测均值取自国际能源署（IEA 2017a，2017b）、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 20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n.d.）和世界

银行（World Bank 2018）。2021年至2040年的均值取自国际能源

署（IEA 2017a，2017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n.d.）。

而2041年至2050年的均值则来自国际能源署（IEA 2017a）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n.d.）。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经历

了显著变化，因此本研究只纳入了2017年后发布的预测。表A1列

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假定数值。

人口

由于缺乏多项研究预测，本文假设在某一时间点以后，某些

情景下的某一些排放源相关的活动数据会随着人口变化而改变。

这些假设基于本文作者的判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人均

需求会变得稳定，因此总的活动数据主要受到人口变化的影响。

表A2详细列出了相关的活动数据，以及相关的情景和时间段。

表 A1  |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假定值

表 A2  |  假定活动数据与人口数等比例变化的各排放源、情景和时间段

年份 2018—2020 2021—2025 2026—2030 2031—2035 2036—2040 2041—2045 2046—2050

增速 6.45% 5.28% 4.96% 3.25% 3.03% 1.63% 1.53%

排放源 受影响的情景 受影响的时间段

硝酸和己二酸生产 参考情景 2031—2050

HFC-143a、HFC-245fa、HFC-152a、HCFC-141b、HCFC-142b、HFC-134a 
（通过轻型汽车销售量）

参考情景 2031—2050

金属生产（铝）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41—2050

集成电路生产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平板显示器生产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水稻栽培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肠道发酵和禽畜粪便管理 
（通过肉牛、奶牛、山羊、绵羊和生猪的清单）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农业土壤（通过氮肥施用量）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固体废物（通过固体废物产生量）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1—2050

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通过工业废水）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20—2050

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通过生活污水）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30—2050

污水处理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 2013—2050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2017a，2017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8）预测值的均值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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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  不同年份中国人口的假定值

表 A4  |  各个情景下假定的化石燃料需求总量

表 A5  |  各种情景下煤炭生产量的假定值

表 A6  |  各种情景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的假定值

年份 2017 2020 2030 2040 2050

人口（千人） 1,409,517 1,416,762 1,441,182 1,402,820 1,364,457

年份 2012 2020 2030 2040 2050

化石燃料需求总量（百万吨标准煤） 3,631 4,250 4,227 4,130 4,035

年份 2012 2020 2030 2040 2050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百万吨标准煤） 442 552 494 539 599

年份 2012 2020 2030 2040 2050

参考情景、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 
（百万吨标准煤）

2,675 2,614 2,536 2,365 2,205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百万吨标准煤） 2,675 2,614 1,978 1,419 907

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 2017）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2017b）和作者推算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2017b）和作者的推算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 2017b）、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2016）和作者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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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人 口 预 测 数 据 取 自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部

（UNDESA 2017），而在其没有数据的年份，本文直接插入了预

测的人口数。表A3给出了不同年份中国人口的假定值。

2012年的排放量

2012年大多数的排放量都取自中国的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

新报告（中国政府 2016），以下数据除外：

 ■ 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不包括使用HFC-32、

HFC-125、HFC-143a和HFC-152a的排放量数据。由于

使用这些物质造成了这些物质大部分的排放，因此本文

引用了Fang et al.（2016）给出的排放量估计值。

 ■ 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不包括来自半导体、平板

显示器和光伏板生产所产生的全氟化碳（PFCs）、六氟

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的排放量数据，因此本

文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 2013）对2012年排

放量的估计值进行计算。

能源部门

燃料燃烧产生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排放

在所有的情景下，本文假定排放量与一次能源需求总量

中的化石燃料消费量是成正比的，后者的数据取自《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a）和国际能源署

《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IEA 2017b）中的新政策情景（NPS）。

而2041年至2050年的预测值则是根据《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中

新政策情景对2030年和2040年的预测值进行推算得出的。本文采

用的是《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的新政策情景，而非现有政策

情景（CPS），这是因为新政策情景与2015年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

是一致的，因此与本文中现有政策情景的定义更吻合。表A4展示

了各个情景下假定的化石能源需求总量。

煤矿开采中的逸散性排放

本文采用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中国政府 2016）的

数据以及2012年的煤矿甲烷利用率数据（Huang 2013），首先量

化了2012年回收利用前的煤矿瓦斯排放量。接着，本文假定排放

量与煤炭产量预测值等比例变化，进而量化了未来进行减排前的

煤矿瓦斯排放量。最后，从未来回收利用前的煤矿瓦斯排放量中

扣除掉利用量的预测值，就量化了未来的逸散性排放。

2012年至2040年间的煤炭生产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2017》（国家统计局 2017）、《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 2016）、《“十三五”电力

煤控中期评估与后期展望》研究报告（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

案和政策研究项目 2018）以及《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的新政策

情景（IEA 2017b）。2041年至2050年的预测值是根据《世界能源

展望》中新政策情景对2030年和2040年的预测值进行推算得出

的。本文采用的是《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的新政策情景，而

非现有政策情景，这是因为新政策情景中的政策目标与中国2015
年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是一致的，与本文中现有政策情景的

定义更吻合。

2 0 1 5 年 至 2 0 2 0 年 的 煤 矿 瓦 斯 利 用 率 取 自 国 家 能 源 局

（2017）。由于中国对煤矿瓦斯排放制定的标准是低于30%的浓度

（原环境保护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8）。因为浓

度高于30%的甲烷气体是很容易利用的，本文假定被回收但没有

被利用的煤矿瓦斯全部被排放。

参考情景：假定2015年之后，煤矿瓦斯利用保持在2015年

水平。

现有政策情景：假定2020年之后，煤矿瓦斯利用保持在2020
年水平。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杨礼荣等（2014）根据安

装甲烷回收、利用或燃烧排空系统等情况，估算了甲烷减排成本

的范围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0.5至11美元。考虑到这一成本较低，

可以假设浓度相对较高（高于9%）的甲烷都能够被利用，或者被

燃烧排空。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除了安装甲烷排放的回

收、利用或燃烧排空系统外，本文假定中国会减少2020年至2050
年的煤炭消费量，减至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

目（2016）中煤炭控制情景的预测水平，同时煤炭的生产量和排

放量也可以成比例地下降。表A5给出了各种情景下煤炭生产量的

假定值。

石油和天然气体系的逸散性排放

所有的情景假定排放量与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量是成比例的，

生产量取自《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2016b）、《石油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c），以及《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的新政策情景（国际能

源署 2017b）。2041年至2050年的预测值则是根据《2017年世界能

源展望》中新政策情景对2030年和2040年的预测值进行推算得出

的。本文采用的是《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的新政策情景，而非

现有政策情景，这是因为新政策情景中的政策目标与中国2015年提

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是一致的，与本文中现有政策情景的定义更

吻合。表A6展示了各种情景下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的假定值。

本文以石油和天然气的总产量（能源含量）来估算排放量，

这是因为缺乏2012年石油和天然气的细分数据。这种方法没有

考虑到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排放因子有所不同，更没有考虑到传

统天然气和页岩气排放因子的不同。因此，该预测不太准确。然

而，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产生的排放很小（2012年仅占非二温

室气体的1%），因此这种简化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



28  |  

工业过程

硝酸和己二酸生产

参考情景：2020年的排放量取自杨礼荣等（2014）研究中

的参考情景，该研究假定己二酸产量在2020年达到140万吨（排

放因子为每吨己二酸排放0.296吨一氧化二氮），并且硝酸产量

在2020年达到1700万吨（排放因子为每吨硝酸排放0.0095吨

一氧化二氮）。此外，假定硝酸和己二酸未来不采取减排行动。

2030年的预测是根据己二酸生产预计每年增长5%而计算得出的

（Schneider and Cames 2014），这一假设很接近全球己二酸市场

每年增长4.7%（直至2024年）的预测（GVR 2018）。同时，还假

设2031年至2050年的生产量和相关排放也随着人口变动而等比例

变化。

现有政策情景：直至2020年，排放量均与参考情景相同。根

据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提出的目标，2020年之后的排放

量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中国政府 2016）。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假设己二酸生产产生的排

放占到了硝酸和己二酸相关排放的75%，该比例等同于杨礼荣等

（2014）对2020年作出的预测。己二酸生产的技术减排成本预计

为0.12至1.35美元（Schneider and Cames 2014）。在2010年，全

世界有75%的己二酸生产设施都配备了减排系统，其中11个生产

国中有7个都达到了100%的安装比例（EPA 2013）。此外，己二

酸生产高度集中且易于管控，因此假定中国到2030年可以对全部

己二酸生产设施安装减排系统。减排有效率约为99%（Schneider 
and Cames 2014）。

硝酸生产（二级处理）的减排成本预计为0.2至10美元，减

排有效率能达到100%（Schneider and Cames 2014）。与己二酸

相比，硝酸生产设施分布更为分散（EPA 2013），减排成本也更

高。因此，假定2030年中国的硝酸生产设施中有20%安装了减排

设施减排（二级处理），到2050年增至80%。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根据上述同样的文献，假

定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中国到2030年可以对全部己二酸生产

设施安装减排系统，同时，中国的硝酸生产（二级处理）中进行

技术调整的比例，到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40%和100%。

三氟甲烷（HFC-23）

参考情景：排放量取自Feng et al.（2016）研究中的趋势照

常情景。假定中国会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淘汰消耗臭氧层物

质并生产二氟一氯甲烷，尽管国内原料生产量仍然会随着国内生

产者成比例增加。用作出口的原料生产量根据除中国之外的全世

界总产值的增速进行推算得出。假定在没有三氟甲烷减排法规之

后，清洁发展机制（CDM）各个项目仍会在政府支持下运作。

现有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假定中国在2020年前会核准

《基加利修正案》（赵静 2017），根据该修正案的第2J（6）款，

三氟甲烷排放量到2020年应当为零（UN Environment Ozone 
Secretariat 2018）。

其他氢氟烃（HFCs）

本文首先量化了氢氟烃的需求量，这代表了在没有其他限制

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的氢氟烃消费量。在这一需求的基础上，本文

在各个情景中加入了各种对消费的限制（或根本不允许消费），

量化了氢氟烃的消费量。最后根据年消费量、设备中的各类氢氟

烃存量和排放因子计算排放量。计算公式和各个排放因子均取自

Fang et al.（2016）。

在所有的情景下，假定排放因子都是不变的，并且也不采取

回收氢氟烃的措施。由于生产端的氢氟烃排放量很小，因此本文

仅仅研究了氢氟烃消费端产生的排放。

需求量的测算

本文沿用了Fang et al.（2016）采用的方法，把氢氟烃需求量

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就包括了2015年前已有氢氟烃需

求量的自然增长。

HFC-32和HFC-125主要用于室内空调器（ACs）和电冰箱，

本文假定其需求量会随着中国室内空调器的销量而增加。本文采

表 A7  |  中国轻型汽车和室内空调器的历史和预测销售量（三年平均值）

年份 2012 2020 2030 2040 2050

轻型汽车（百万） 15.5 31.5 35.7 34.7 33.85

房间空调器（百万） 56 79 100 111 118

来源：Kuhnert et al.（2018）、国际能源署（IEA 2018）和作者计算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机遇：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

工作论文  |   2019年9月  |  29

用了2012年至2014年间的表观消费量均值（浙江省化工研究院 
2016），并对出口量进行了调整。由于表观消费量包括了HFC-32
和HFC-125，这些物质用于制造供出口的室内空调器，而与出口

设备相关的排放不应纳入中国的温室气体清单当中，因此相关调

整是必要的。本研究采用了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给出的2012
年至2014年间室内空调器的国内外销售量比例，计算了2012年至

2014年间HFC-32和HFC-125的国内需求量均值。

HFC-143a、HFC-245fa和HFC-152a主要用于车载制冷设备

和发泡剂。由于氢氟烃的需求量有可能在发展达到某一程度之前

与经济活动存在紧密关系，本文假定这些氢氟烃的需求在2030年

前会随国内生产总值等比例增加，并在2030年后随着人口的变动

等比例变化。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后，人均需求就应该变得稳

定，并且主要受人口变化的影响。这一假定与Feng et al.（2016）

的研究一样。HFC-134a主要用于车载制冷设备，假定其需求量会

随着轻型汽车销售量的变化而等比例变化。

本文采用2012年至2014年间的年度表观消费量，计算了

HFC-134a、HFC-143a、HFC- 245fa和HFC-152a的基准需求量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 2016）。由于中国使用这些物质的设备中出

口比例不大，因此未对其进行出口调整。

2017年至2030年，轻型汽车销售量的预测值取自Kuhnert et 
al.（2018）。由于中国的轻型汽车销售量可能在2030年前达到峰

值，本文假定在2031年至2050年间，轻型汽车的销售量会随着人

口变动而改变。本文还采用了国际能源署（2018）给出的中国室

内空调器清单的预测，假设使用寿命为12年，计算了每年的室内

空调器销售量。由于室内空调器和轻型汽车每年的销售量存在较

大的年际波动，因此采用了三年的平均值。表A7给出了轻型汽车

和室内空调器的历史销售量和预测销售量。

氢氟烃需求量的第二部分来自于对氢氯氟烃的替代。

根据1997年修订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氢氯氟烃在

中国的销售和生产自2015年起就面临着配额限制，并且该配额还

将逐渐降低，直至2040年完全淘汰。假定被淘汰掉的氢氯氟烃有

一部分会被氢氟烃替代，因此也就增加了氢氟烃需求量。

本文首先采用了2015年前的基准线水平氢氯氟烃消费比例，

以及未来数年内室内空调器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预测值，由此

计算了没有配额限制的氢氯氟烃需求量。随后，本文采用氢氟烃

的基准需求量、氢氯氟烃配额和替代因子量化了因氢氯氟烃淘汰

而产生的氢氟烃需求量。

2012年至2014年间，二氟一氯甲烷（HCFC-22）、HCFC-
141b和HCFC-142b的平均消费量取自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

边基金的秘书处（2016）。二氟一氯甲烷主要用作空调器和电冰

箱的制冷剂，2015年前其消费量中的一部分用于生产有关的家用

电器，最终被用于出口。代替这一部分氢氯氟烃的氢氟烃不应被

纳入中国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本研究采用了中国产业信

息网（2018）给出的2012年至2014年间室内空调器的国内外销售

量比例，计算了2012年至2014年间二氟一氯甲烷的国内需求量均

值。其余的氢氯氟烃并未做出口调整，这是因为相关设备的出口

量不大。

假设没有配额限制，二氟一氯甲烷的国内需求量会与室内

空调器的国内销售量等比例增长。而对于HCFC-141b和HCFC-
142b，假设其需求量在2030年前会与国内生产总值等比例增

长，在2030年后与人口变动等比例变化。上述假设也是Fang et 
al.（2016）的研究所采用的。氢氯氟烃的配额取自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臭氧秘书处（UN Environment Ozone Secretariat 2018）。

二氟一氯甲烷的配额还进行了调整，剔除了生产用于出口的空调

器所使用的配额。氢氟烃和氢氯氟烃之间的替代因子取自Fang et 
al.（2016）。

消费量的测算

参考情景：如果没有《基加利修正案》，那么除了中国的国家

自主贡献中提到的三氟甲烷控制目标之外，就没有任何控制氢氟

烃的法规，其需求量和消费量是一样的。

现有政策情景：直到2023年前，氢氟烃消费量和需求量都是一

样的。假设中国会核准《基加利修正案》，并且遵守其有关规定。

根据《基加利修正案》，2020年至2022年间氢氟烃的平均消

费量加氢氯氟烃基准消费量的65%，就是氢氟烃的基准消费量。

《基加利修正案》下许可的氢氟烃消费量包括了国内的和出口的

有关设备中所使用的氢氟烃。本文剔除了生产用于出口的有关设

备的氢氯氟烃基准消费量，以及2020年至2022年间出口的设备所

使用的HFC-32和HFC-125，从而建立起氢氟烃国内消费量的基准

线。2024年至2029年，氢氟烃的国内消费会冻结在基准线水平，

并且根据《基加利修正案》规定的时间表逐渐削减。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直至2023年，氢氟烃消费

量和需求量都是一样的。2024年后的消费量根据以下假设进行量

化：2024年至2029年间，假定氢氟烃的国内消费量保持在氢氟

烃国内消费量基准线水平的90%。从2030年起，假定氢氟烃消费

量每年会等量减排（而不是像《基加利修正案》规定的分阶段减

排），满足《基加利修正案》规定的限制消费量的目标和时间表要

求。上述假设是有成本效益的，这是因为安装的生产设备通常都

会有十年的折旧期。如果比进度提前五年控制和减少氢氟烃消费

和生产，有可能会减少搁浅资产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直至2019年，氢氟烃消费

量和需求量都是一样的。2020年后的消费量根据以下假设进行量

化：到2030年，四氟丙烯（HFO-1234yf）和丙烷（propane）会

分别替代50%的HFC-134a 和 HFC-410a，并且替代率到2035年提

升至100%。这些假设与Lin et al.（2018）的研究很相似，并且分

析了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的四氟丙烯应用和专利现状，以

及在江苏省的生产状况。该研究（Lin et al. 2018）为了建立起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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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情景，还考虑采用丙烷，并且研究了中国的美的集团开展的试

点工作。其他氢氟烃的消费量与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

是一样的。

金属（铝）生产

在所有情景下，假定与铝生产相关的排放量是与原铝产量

成比例的，2020年的生产量数据取自《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假定2021年至

2040年的生产量等于原铝需求量（Abubakar 2015），假定2041年

至2050年的排放量与人口数量是等比例变化的。

集成电路生产或半导体生产

在所有情景下，本文均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估算的

排放量（EPA 2012），基准线假定活动数据与中国大陆集成电

路（IC）生产量成等比例变化。根据世界半导体理事会（WSC 
2016）的研究成果，2010年至2020年间排放因子会降低30%。假

定2020年后排放因子不再进一步降低。2010年至2018年的产量

数据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a）和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

假定2019年至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将会保持与2015年至

2018年间同样的复合增长率。假定2020年至2026年中国大陆产

量的增速会与亚太地区半导体的预测增速保持一致（Inkwood 
Research 2017）。假定2027年至2030年间产量会与GDP成等比例

变化，并且在2030年后与人口数量成等比例变化。

平板显示器生产

所有情景均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对2010年排放量的估

算值（EPA 2012），且假定排放量与成品面积成一定比例。假定

2010年至2011年的产量与同期生产能力成等比例变化（前瞻产业

研究院 2018b）。2011年至2017年各地区产量数据取自前瞻产业研

究院（2018c），并且假定2018年至2024年生产量与全球需求量成

等比例变化（Hsieh 2018）。假定2025年至2030年间的产量与国

内生产总值成等比例变化。2030年后，生产量会与人口数量成等

比例变化。

光伏板生产

所有情景均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对2010年排放量的估

算值（EPA 2012），且假定其与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成一

定比例。2010年至2017年的数据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

2017年至2020年间，假定中国大陆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与

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成等比例变化（ESCN 2017；GVR 
2017）。在2021年至2030年间，假定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每年增

长10%，而2031年至2040年间的增速为每年7%，并在2041年至

2050年间降至每年5%。

电力设备

电力设备是利用六氟化硫（SF6）的主要部门，由于生产过

程中的排放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也是未来六氟化硫排放的主要来

源。在中国，半导体和镁的生产已经淘汰了六氟化硫。

Zhou et al.（2018）估算了2050年的六氟化硫排放量，并且

作者们考虑了电力需求、电源构成、六氟化硫初始填充量、产品

寿命周期，以及在生产、安装、运行和维护中的排放因子，还有

其残留和回收比例（Zhou et al. 2018）。然而，这一研究假定的电

力装机容量较高。更重要的是，该研究中2012年的六氟化硫排放

量比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发布的数据几乎高了三倍。

本文对所有情景均进行了调整。首先，为了提升一致性，本

文将假定的电力装机容量调整到《2017年世界能源展望》新政策

情景中的水平（IEA 2017b）。由于Zhou et al.（2018）就电力装

机容量对2050年预测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因此这一

调整是可能的。其次，假定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给出的

排放量数据更为全面和准确，本文将其2012年的排放量作为基准

线，并且采用了调整后的排放量增长率，得出了未来年份的排放

量预测值。

农业部门

水稻栽培产生的甲烷排放

对于参考情景和现有政策情景，假定排放量会与中国水稻产

区的估算面积成等比例变化，数据取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1990—2028年农业展望》（OECD 
and FAO 2017）。2028年至2030年水稻产区的估算面积是根据

2022年至2027年间预测值进行推算得出的。由于缺乏其他来源的

预测数据，本文假定2031年至2050年中国水稻产区面积与人口变

动成等比例变化。本文认为，一旦中国达到相对较高的人均粮食

消费量水平之后，人均稻米需求将变得稳定，增长幅度有限，据

此作出上述假定。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Tian et al.（2018）采用了

脱氮—解构模型、农业技术转移决策支持系统模型和农业生态区

模型，并且根据对中国九个水稻主产区进行实地实验的结果，作

者们估算认为，根据作物需要和土壤测试开展年中排灌和均衡施

肥的措施，中国水稻栽培产生的甲烷排放可以减少25%，且成本

为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位气候变化专家考虑到中国的水稻种

植方式，也认同改善灌溉措施具有负成本或低成本减排的潜力。

根据与专家们的讨论，Lin et al.（2018）假定2015年至2050年间

中国可以相对于基准线减少30%的甲烷排放。由于水稻种植并不

仅仅集中在中国，因此推广新工艺和新技术也存在挑战。因此，

本文作出较为保守的假定，认为通过采用负成本或低成本的减排

措施，到2030年和2050年，中国能够分别实现12.5%和25%的甲

烷减排。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位

气候变化专家认为，除了灌溉和改良施肥之外，使用硝化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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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缓释肥料和生物炭有可能进一步减少排放（李玉娥 2018）。

Linquist et al.（2012）综述了各项有关实验和研究，结论认为某

些硝化抑制剂和缓释肥料可以减少15%的水稻栽培产生的甲烷排

放。此外，中国的田野实验也表明，合理使用生物炭和节水灌溉

措施还可能减少30%的甲烷排放（Xiao et al. 2018）。根据这一信

息，假定在改善灌溉措施和减少肥料施用之外，到2030年和2050
年，使用硝化抑制剂、缓释肥料和生物炭有可能比现有政策情景

下的排放量分别减排30%和50%。

肠道发酵

对于肉牛、奶牛、山羊、绵羊和生猪，本文采用了2012年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将有关牲畜的清单作为一条基准线，

假定活动数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OECD and FAO 2017）预测的2012年至2027年间的牲畜清单成

等比例变化。本文还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的预测推算至2028年至2030年。对于2030年至2050年，假

定有关数据与同期人口数量成等比例变化。本文认为，一旦中国

达到相对较高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水平之后，人均肉类需求将变得

稳定，增长幅度有限，据此作出上述假定。

对于马、驴、骡和骆驼，本文采取与Lin et al.（2018）一样

的预测方法，根据历史数据进行了线性回归，假定动物清单在某

一时间段内保持不变。

由于缺乏动物细分的数据，本文根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指南（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对各相关的排放

因子取均值，对每种动物都计算出一个简化的排放因子。

采用这一方法计算得出的2012年排放量要低于气候变化第一

次两年更新报告发布的数据。假定该结果的偏差源于排放因子，

并认为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的数据更为准确，因此将气

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的数据除以前述计算得出的排放量数

据，得出了调整系数（1.1978），然后将未来年份计算得出的排放

量数值乘以该调整系数，从而得出最后的排放量预测值。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Wang et al.（2014）根据

相关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对中国的畜牧业构建了一条减排成本曲

线。由于中国的畜牧业并不集中且难以管理，因此假定仅仅采用

一些成本为负的减排措施（见表A8），还假定到2030年和2050
年，可以分别兑现这些措施70%和100%的减排潜力。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Lin et al.（2018）根据

与专家们的讨论，假定通过改善牲畜饲料营养的均衡性和易消化

性，到2020年和2050年，排放量可以分别减少17%和30%。虽然

减排是2020年后才开始的，但本文假定了同样的减排率。

农业残留物的田野焚烧

这是中国排放量的一大重要来源。为简化计算，假定所有情

景中相关排放都保持在2012年的水平。

禽畜粪便管理

所有情景均采用了与肠道发酵相关排放相同的方法论，由此

来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参考情景：假定2015年后农村沼气没有任何新的发展。

现有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本文纳入了2015年后新的沼

气开发利用所带来的影响。由于缺乏量化的政策目标，假定2020
年后农村沼气开发保持在2020年水平。根据《全国农村沼气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国到2020年将会相对于2015年每年新增

176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农业

部 2017），这其中包括了减少禽畜粪便的甲烷排放，以及替代化

表 A8  |  强化政策情景下排放量范围的高限所假定的减排措施、成本与潜力

减排措施   2020 年前的最大减排潜力（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估算成本（美元 /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动物育种改良 4.4 -395

饲料中添加益生菌 5.53 -8.6

饲料中添加茶皂苷 1.09 -1,089

来源：Wang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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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源而减少的碳排放，同时还假定被替代的能源来自煤炭。根

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1）中的排放因子以及《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

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农业部 2017）中提出的能源替代

目标，计算得出禽畜粪便的甲烷排放将会减少900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

农业土壤

参考情景和现有政策情景：假定排放量与氮肥的施用量成一

定比例。2012年至2017年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NBS n.d.）。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评估认为，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还会缩减（IFA 
2018），假定直至2020年氮肥施用量都会保持在2017年的水平。

由于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了零增长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也提出了一氧化二氮零增长

目标（中国政府 2016），假定2020年至2030年的排放量会保持在

2020年水平。还假定氮肥施用量从2031年到2050年将会随人口

数量等比例变化。本文认为，一旦中国达到相对较高的人均粮食

消费量水平之后，对各类作物的人均需求将变得稳定，增长幅度

有限，据此作出上述假定。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Wang et al.（2014）根据

相关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对中国的种植业构建了一条减排成本曲

线。由于中国的种植业并不集中且难以管理，因此假定仅仅采用

一些成本为负的减排措施（见表A9）。还假定到2030年和2050
年，可以分别兑现这些措施70%和100%的减排潜力。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Lin et al.（2018）根据与

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讨论，指出中国的氮肥施用量超过了需要

量，且假定氮肥施用量首先在2010年至2015年间将增加20%，

接着到2050年会减少50%。本文也采纳了一个相近的假设，认为

中国的氮肥施用量自2020年起会开始下降，并且到2050年减至

2015年水平的50%。

废弃物行业

固体废物产生的甲烷排放

固体废物包括工业废物和市政固体废物。中国的工业废物大

部分来自采矿、采石和其他行业部门（原环境保护部 2017），相

关的排放量应该非常低（IPCC 2006）。因此，本文并未考虑工业

废物产生的排放量。市政固体废物包括了来自城市和县乡的固体

废物。由于县乡固体废物预测的研究很少，因此假定县乡层面的

固体废物与城市层面的固体废物等比例变化。

在所有情景下，本文采用了与市政固体废物收集总量、无害

化处理，以及三种处理方式（填埋、焚烧与其他）、填埋气回收等

有关的数据，并且还采用了2012年发布的排放量数据（中国政府 
2016），预测了固体废物产生的排放量。

本文采用马占云和高庆先（2018）构建的公式，预测了2030
年前市政固体废物的收集总量，也即：市政固体废物的收集总量= 
0.504 + 0.3124 × ln（GDP）。

2030年后，假定市政固体废物会随着人口等比例变化。这是

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均市政固体废物产生量趋向于

表 A9  |  强化政策情景下排放量范围的高限所假定的减排措施、成本与潜力

减排措施 2020 年前的最大减排潜力（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估算成本（美元 /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肥料的最佳管理措施 
——正确的比例

30.65 -67

肥料的最佳管理措施 
（小麦和玉米） 

——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施用点
11.38 -475

肥料的最佳管理措施（经济作物） 
——正确的产品、正确的时间和

正确的施用点
21.86 -290

来源：Wang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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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例如，2005年间，美国人均市政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与1990
年基本持平（EPA n.d.）。

历史无害化处理率的数据取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2016）。根据过去的趋势，假定无害

化处理率到2030年将会达到100%。市政固体废物处理量根据收

集总量和无害化处理率计算得出。填埋处理量根据市政固体废物

处理量和填埋处理比例计算得出。假定诸如甲烷转化系数、市政

固体废物的组成、氧化率、半衰期等参数均保持不变。由此，在

考虑填埋气回收之前，市政固体废物产生的甲烷排放就与填埋处

理量同比例变化。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截至2012年

末，中国总共注册了56个填埋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测算年度减

排量在2015年前达到73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UNFCCC n.d.）。根

据对所选取的一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文件的数据，假定有15%的

减排量是源于对化石燃料的替代，而另外85%则是因为减少了甲

烷排放。进一步还假定这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减排量粗略等同

于中国填埋气的回收量。

参考情景：假定填埋比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和填埋

气回收形成的甲烷减排量（UNFCCC n.d.a）均会保持在2015年

水平。

现有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假定填埋比例和焚烧比例到

2020年均会达到《“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的

目标，并且2020年后将会继续保持该比例。还假定填埋气回收形

成的甲烷减排量（UNFCCC n.d.a）也保持在2015年水平。

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

参考情景和现有政策情景：Du et al.（2018）采用了一种人

工神经网络，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及有关的位置因素，

计算了2020年由于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排放。本文中2020年的排

放量取自上述研究。对于排放进入江河湖海的工业废水，假定从

2021年至2050年的复合年变化率将会和2015年至2020年一致。

对于排放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假定2020年后的排放量与

人口数量成等比例变化, 这是因为Du et al.（2018）指出2018年至

2020年间的相关排放量会变稳定。对于生活污水，假定2021年至

2030年间的排放量会与国内生产总值成等比例变化，在2031年至

2050年会与人口数量成等比例变化。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高限：杨礼荣等（2014）综述了

污水处理领域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估算采用甲烷回收和/或进行

燃烧排空的减排成本将会是每吨二氧化碳当量7至9美元。蔡博峰

等（2015）根据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有关数据和实地实验结果，确

定了中国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因子（见表A10）。该研究的作者

们指出，中国的生活污水主要采用好氧工艺进行处理，而厌氧工

艺是工业废水的主要处理方法。

虽然采用厌氧工艺和甲烷回收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具有最小的

表 A10  |  中国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因子

污水处理 处理工艺
排放因子 

（千克甲烷 /千克化学需氧量）
2012 年全国加权平均排放因子 
（千克甲烷 /千克化学需氧量）

生活污水

厌氧 + 甲烷回收 0.0030

0.0078厌氧 0.0440

主要好氧 0.0040

工业废水

厌氧 + 甲烷回收 0.0008

0.0354厌氧 0.1400

主要好氧 0.0040

来源：蔡博峰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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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但是将已建成的好氧工艺污水处理厂改建成厌氧工艺

污水处理厂并不具有经济性。因此，假定主要采用好氧处理工艺

的污水处理厂的排放因子就是中国能够实现的最低的排放因子。

这意味着，与2012年全国的加权平均值相比，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还分别有49%和89%的减排潜力。

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因和信息，假定在已建成的厌氧工艺污水

处理厂基础上安装甲烷回收系统，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排放量到

2030年和2050年可以分别减少20%和30%，而工业废水处理产生

的排放量到2030年和2050年可以分别减少36%和53%。

强化政策情景排放量范围的低限：假定在已建成的厌氧工艺

污水处理厂基础上安装甲烷回收系统，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排放

量到2030年和2050年可以分别减少25%和44%，而工业废水处理

产生的排放量到2030年和2050年可以分别减少46%和80%。

污水处理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

在所有情景下，本文均采用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中

的2012年数据（中国政府 2016）作为基准线，并且假定排放量在

2030年至2050年与人口数量成等比例变化。

废物焚烧和固体废物填埋产生的一氧化二氮排放

在所有情景下，本文均采用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中

的2012年数据（中国政府 2016）作为基准线，并且假定一氧化二

氮排放量在2030年至2050年与市政固体废物填埋处理量和焚烧处

理量成等比例变化。预测市政固体废物收集量的方法论和有关假

设均与量化固体废物甲烷排放量一致。

参考情景：假设填埋比例和焚烧比例均保持在2015年水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现有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假定市政固体废物填埋和焚

烧的比例均会达到《“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的

目标，并在2020年后也保持该比例。

附录B.  中国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预测的
电子表格

该电子表格可以点击以下链接下载：https://bit.ly/2FQLZ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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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因分析时2014年数据并未发布，本文测算时未使用2014年的排放

数据。

2. 尽管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reenhouse Gas Protocol）（n.d.）建议采用

最新的全球增温潜能值，本文为了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

习惯保持一致，采用的是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给出的数值。

3. 中国的三氟甲烷（HFC-23）排放量是生产二氟一氯甲烷（HCFC-
22）而造成的。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J）（6）条款所

载：“生产附录C第一类物质或附录F物质的每一缔约方应确保

于自2020年1月1日起的十二个月期间，及其后每十二个月期间，

其生产附录C第一类物质或附录F物质的每处生产设施产生的附

录F第二类物质的排放应在相同的十二个月期间使用缔约方核

准的技术尽量销毁”。二氟一氯甲烷属于附录C组第一类物质，

而三氟甲烷属于附录F组第二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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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行动项目经理。他负责制定、协调和执行项目的战略和研

究，促进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制定和实施各个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计

划，从而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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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资源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研究工作致力于

寻求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解决方案。 

我们的挑战 

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机遇和人类福祉的基础。但如今，人类

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资源，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构成了

威胁。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清洁的水、丰饶的土地、健康的森林和安

全的气候。宜居的城市和清洁的能源对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地球至

关重要。我们必须在未来十年中应对这些紧迫的全球挑战。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以建设公平和繁荣

的地球。我们希望推动政府、企业和民众联合开展行动，消除贫困

并为全人类维护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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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方法

量化 

我们从数据入手，进行独立研究，并利用最新技术提出新的

观点和建议。我们通过严谨的分析，识别风险，发现机遇，促进明

智决策。我们重点研究影响力较强的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因为它

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 

变革 

我们利用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企业战略和民间社会行

动。我们在社区、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项目测试，以建立有力的

证据基础。我们与合作伙伴努力促成改变，减少贫困，加强社会建

设，并尽力争取卓越而长久的成果。 

推广 

我们志向远大。一旦方法经过测试，我们就与合作伙伴共同

采纳，并在区域或全球范围进行推广。我们通过与决策者交流，实

施想法并提升影响力。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的行动

能否改善人们的生活，维护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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