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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亮点

 ▪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有望引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为区域绿色低碳发
展树立标杆。

 ▪ 长远来看，清洁电力可为主要能源消费部门⸺制造业、道路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提
供最大的减排潜力。在中期，制造业和建筑业提升能效和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比例，以及
调整交通运输方式，将是脱碳的首要贡献因素。

 ▪ 我们的研究表明，大湾区如果想在2060年前或更早实现碳减排目标，大约需要1.84万亿美
元的资金投入，约占2020―2060累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具体来说，道路交通运输
业转型需要2000亿～7000亿美元，建筑业则需要1500亿～3000亿美元。

 ▪ 我们建议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加速大湾区转型，具体方法包括：在大湾区建立跨区域的
机构协调机制、促进转型金融分类目录等标准和信息披露机制的互认、鼓励金融机构
和企业设定净零排放目标、建立健全区域碳市场、开发与转型金融相关的工具，以及为
特定行业制定金融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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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基础上，本报告还估算了实现相关目标所需要的投

资金额，分析了如何应对相关挑战，通过金融部门的支持

来助力企业加快转型，实现碳中和。

总体情况及行业转型路径
大湾区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也是中国社会经

济和绿色发展的领头羊。但大湾区究竟能否比国家制定的

30-60目标更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本研究采用了“自上

而下”的方法，根据预计的GDP总量和碳强度（单位GDP的

碳排放量）估算大湾区2020—2060年间的碳排放总量，并

分别设定了三种情景假设：基准情景、30-60情景、25-50
情景。由于各行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年份有所不同，因

此行业分析中的“强化政策情景”和“零排放情景”等同于

大湾区总体情况分析中的30-60情景和25-50情景。

分析表明，大湾区需要加大自身行动力度，才有望提前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基准情景”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如果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如何及何时才能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而30-60情景和25-50情景均预先

设定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年份，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

题：大湾区的减排速度要达到多快，才能与国家30-60目

标保持一致？大湾区需要多大的减排力度，才能在2025
年实现碳达峰，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 由于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并未提出新的全国

性或地方性碳强度目标，因此在“基准情景”

关于本报告
全球行动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不断上升，2019年已达到5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GtCO2e），比2010年高出约12%（IPCC，2022）。2023年，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综合报告，敦促各国

尽快采取“迅速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才能将全球变暖幅度

控制在《巴黎协定》规定的1.5℃目标之内。温室气体排放预

计将最迟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然后在21世纪50年代初实现

净零排放（IPCC，2023）。根据Climate Watch （气候观察）

（2022）的数据，自2005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

化碳排放国，2019年的排放量占全球的28%。因此，中国对于

全球的碳减排工作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大湾区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推动在

全区范围内制定更高目标，比国家制定的30-60目标（即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目标）更早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区域性标杆。

本报告旨在帮助重点行业制定碳减排方案，与所需的

资金支持进行对接，加快大湾区实现净零转型。本报告首

先利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预测整个大湾区的宏观减排路

径，然后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分析制造业、交通运输

业和建筑业等重点能耗行业的具体减排路径和方案，列出

了一系列为实现30-60目标需立即采取的行动，并进一步

提出了更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在上述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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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假设各城市在未来每个“五年规划期”

内的碳强度下降速度将延续“十三五”的水平，

这样一来，大湾区将刚好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

值，但到2060年还将有剩余的3.55亿吨排放量需

要予以抵消，才能实现碳中和（见图ES-1），这

一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 在30-60情景下，大湾区的碳排放要在2030年前

达峰，才能与国家30-60目标保持一致；如果碳

强度下降速度能与“基准情景”相等，则可确保

实现这一目标。达峰排放量为4.8亿吨二氧化碳。

但大湾区需从2030年开始加大减排行动力度，从

而确保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许多其他国家

设定的目标，如果碳中和是指减排90%，并通过

森林碳汇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等负碳

技术抵消10%的碳排放，则需要从2030年开始设

定排放上限目标，2030—2060年间的年减排速度

需要达到7.5%左右。

 ▪ 在25-50情景下，如果“十四五”期间碳强度可

以下降24%，大湾区即可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

其排放量为4.67亿吨二氧化碳。由于该目标高

于广东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的碳强度下降

22.35%的目标，通过提高能效等措施实现减排目

标的难度会更大，因此，大湾区需要出台更为严

格的政策和措施。如果想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

中和，2025–2050年间的年减排速度应在16%左

右。这一情景需要与IPCC最新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保持一致，才能确保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全

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内的目标。

但如何才能实现30-60情景或25-50情景下的减排路

径？大湾区的能源相关碳排放主要来自制造业、道路交通

运输业和建筑业，分别占大湾区2020年碳排放总量的32 
%、31%和20%。本报告对这三大行业的碳减排路径进行

了深入研究，在不同情景假设下，采用了“自下而上”的

方法分别对每个行业进行分析。

制造业

大湾区的制造业预计在“十五五”（2025—2030
年）期间实现碳排放达峰，并有望在2055—2060年左右

实现碳中和。新建重大项目（能耗大于一万吨标准煤并

于2021年前获得广东省能源局批准的项目）会导致珠江

三角洲地区（简称珠三角）在2020—2030年间的碳排放

增加。但是通过调整能耗强度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的

能耗）、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应用节能技术、发电和供

热系统脱碳等措施可以实现减排目标。“基准情景”下

的排放峰值为1.54亿吨，“强化政策情景”下为 1.50亿

图 ES-1  |    大湾区2060年碳排放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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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零排放情景”下为1.47亿吨。然而，“基准情景”

无法保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仍会剩余1600万吨

碳排放无法抵消，而在“强化政策情景”和“零排放情

景”下，预计大湾区制造业将在2055—2060年间实现碳

中和（见图ES-2）。

制造业最大的减排潜力来自以下领域：

 ▪ 发电和供热系统脱碳化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起的作
用最大。在目前到2060年的总减排潜力中，发电和

供热系统脱碳化可实现的减排量占总减排量的74%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可实现的减排量占16%，节

能可实现的减排量占5%，负碳技术可实现的减排

量占5%（见图ES-3）。通过利用电网输送低碳电

力、改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现场发电和供热等措施，

可以实现发电和供热系统脱碳化。在供热领域，制

造业可以以热力流程电气化为手段，实现供热系统

脱碳化，充分利用脱碳化电力的来源。

 ▪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减排的第二大贡献者。通过

使用低碳、无碳的燃料和原料来代替化石燃料等措

施，可以减少工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通过对高炉

进行升级改造、逐步减少煤的使用量、鼓励余热回

收利用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可以进一步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在中短期内，陶瓷窑炉、造纸和纺织

锅炉中使用的煤可以替换为天然气。制氢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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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S-3  |    大湾区制造业的脱碳化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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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中石油的依赖（如煤制氢技

术）。具体氢能生产技术包括丙烷脱氢获得工业副

产品氢、电解水制氢、利用非高峰期的电力和清洁

能源大规模制氢等。从长远来看，水泥、钢铁和化

工产业都可以有效减少其与煤相关的碳排放。到

2060年，生物柴油、绿氢和氢制甲烷等低排放燃料

可以代替石化行业50%～60%的石油用量。

 ▪ 石化行业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行业。石化行业能源

消费量占广东省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8%，目

前是全省能耗最大的行业（广东省统计局，2021
）。广东省共有五个大型石化基地，其中两个位

于大湾区内的广州和惠州。其中，惠州埃克森美

孚乙烯一期项目将于2025年左右完工并投入运

营，届时广东省的碳排放量会大幅增加（见图

ES-4）。

道路交通运输业

大湾区如果采取更加严格的政策，其道路交通运输业
有望在2026年前甚至更早实现碳排放达峰。2020年，大湾

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为9150万吨。私家车、轻

型货车、重型货车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强化政策情

景”下，大湾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将在2026年左

右达峰，比2020年水平增加31%，然后到2060年下降至

2000万吨二氧化碳，比2020年水平低80%。在“零排放

情景”下，大湾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将会在2023
年达到峰值，2060年前减排幅度达到近100%（见图ES-
5）。分析表明，大湾区道路交通运输业可以在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但仍需下定决心，尽早采取行动，如大力推

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提高燃油经济性、调整运输模式、减

少年行驶里程、使用清洁电力和绿氢等。

图 ES-4  |    2020―2030年间新建重大项目产生的制造业碳排放增量

图 ES-5  |    不同情景下大湾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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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运输业最大的减排潜力来自以下领域：

 ▪ 除了广州和深圳之外（这两座城市在道路交通运输
脱碳化方面遥遥领先），大湾区其他城市如果采取
更积极的减排措施，将会对排放量产生巨大影响。
除广州和深圳外，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如采取更为严

格的措施，将会大幅降低排放量，比不采取更严格

的措施可提前三年达到峰值。广州和深圳目前已经

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政策，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汽油和柴油仍将是主要的
能源来源，但电力和氢能最终会成为主要的能源
供给形式。在“强化政策情景”和“零排放情景”

下，汽油和柴油消费量占比在达到峰值后均迅速下

降。然而，在这两种情景下，直到2050年和2041
年，电力和氢能的消费量才能超过汽油和柴油，成

为主要的能源供给形式（见图ES-6）。这就意味着

未来需要对燃油汽车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如

提高燃油经济性、鼓励人们改乘公共交通工具等，

发挥巨大的政策效应。与此同时，必须对大湾区的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在新能源

汽车发展迅速的广州、深圳。

 ▪ 长期来看，在所有政策和措施中，大力推广使用新

能源汽车以及使用清洁电力和绿氢的减排潜力最

大。在中期，调整运输方式对脱碳的作用最大。在

比较所有措施的效果时，我们分别分析了单独实

施这五项措施中的任意一项所产生的减排效果。从

长远来看，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减排潜力最

大，而且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如果客运

方式由私家车改为公共交通，货运方式采用“公转

铁”和“公转水”的话，2030年前实现的减排效

果会大于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和提高燃油经济性这

两项措施（见图ES-7）。这就需要大湾区城市政府

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如增加修建铁路网络的投资、

出台更加积极的政策来扩大公共交通服务范围、调

整货运结构，鼓励货运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和水路

运输、推行多式联运、鼓励绿色出行等。

图 ES-6  |    不同情景下大湾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预测和不同能源占比

图 ES-7  |    与“基准情景”相比，“零排放情景”下不同措施的减排潜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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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大湾区建筑业预计最早将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并在

2058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大湾区建筑

业的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1.8亿吨的峰值。在零排放情

景下，大湾区建筑业的排放量将在2025年达到1.44亿吨的

峰值，并将在2058年降至1000万吨以下（见图ES-8）。

建筑业最大的减排潜力来自以下领域：

 ▪ 建筑业碳排放的存量和未来增量主要集中在公共
和商业建筑中。公共和商业建筑的排放量占建筑业

总排放量的60%；大湾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可与

欧盟和日本媲美，但人均公共和商业建筑面积较

小，具备增长潜力。2020年，大湾区的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为35.7平方米，非常接近欧盟和日本的

36平方米。大湾区人均公共和商业建筑面积只有

13平方米，低于欧盟和日本的14～16平方米，有

望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欧盟和日本。这表明大湾区

的公共和商业建筑还有进一步的减排潜力。

 ▪ 从城市建筑业总排放量来看，广州、深圳和香港位
列前三名，占大湾区建筑业总排放量的60%。由于每

座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整个大湾区的

建筑业排放水平也不尽相同。通常来说，一座城市

的服务业的GDP占比越大，建筑业碳排放的占比就

越大。在2017—2018年间，广州和深圳的建筑业

碳排放量超过了香港。

 ▪ 在不久的将来，建筑能效提升将成为建筑业脱碳
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清洁电力在减排
方面的潜力最大。在“零排放情景”中，在2020—

2030年间，通过提升建筑能效和实施节能措施将带

来45%的减排量，建筑中使用再生能源产生的清洁

电力将带来55%的减排量。在2030—2060年间，

图 ES-8  |    建筑业碳排放情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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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S-9  |    “零排放情景”下各因素对建筑业脱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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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清洁电力占比带来的减排量最多，占到96%（见

图ES-9）。在设计和建造阶段开始前，就应强调提

高能效的措施和手段，使其成为限制能耗和早日实

现碳达峰的有力工具。电力是驱动建筑碳排放增长

的最大因素，占建筑碳排放增量的89%，表明大湾

区建筑业的电气化率很高。大湾区可以把重点转向

利用低排放燃料的发电，并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烹

饪、用热或制冷。通过利用高效热泵，电力也将成为

制冷的主要能源。目前，可再生能源除了可用于满足

家庭的用热需求外，光热技术和各种形式的生物能

源也可用于家庭烹饪活动。

转型过程需要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解决现有金融实

践中的重大挑战，从而加快总体转型速度。在助力大湾区

重点行业实现区域脱碳化目标方面，金融部门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本研究测算了上述总体和分行业脱碳路径正

常运行所需的资金投入。

分析估算显示，大湾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

投入约1.84万亿美元的资金，约占大湾区2020年至2060年

累计GDP的1%。其中，交通运输业将需2000亿至7000亿美

元，建筑业将需要1500亿至3000亿美元。在大湾区2060年

前实现脱碳化所需的约1.84万亿美元资金中，石化、交通运

输、建筑等高耗能产业的资金投入需求占55%。表ES-1详细

列示了大湾区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各投资领域的资金需求。

但上述估算投资额尚未完全得到满足。尽管其中一部

分资金需求可得到绿色金融的支持，但仍存在缺口。

由于大湾区在内外“双重市场”上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因此本报告认为，目前通过金融活动助力企业减排仍

面临着五大挑战：

 ▪ 大湾区内仍缺乏跨区域的政策协调机制：大湾区

的各级政府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协作。广州、深

圳、香港和澳门等重点城市的政府尚未有城市间

相互协调起草的市级规划。目前还不清楚大湾区

将如何促进“脱碳化金融”的跨区域协调发展，

特别是新兴的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可支持碳密集

型产业脱碳，是对绿色金融的有效补充。

 ▪ 转型活动的定义尚未明确：碳密集型行业的脱

碳 融 资 对 于 促 进 大 湾 区 实 体 经 济 转 型 至 关 重

要。因此，需要对转型活动进行清晰定义，让

更多的利益相关方了解并重视碳密集型行业的

融 资 需 求 。 然 而 ， 大 湾 区 尚 未 在 共 同 分 类 目

录的基础上制定方法，识别重点行业的具体转

型活动、行业减排目标和信息披露标准，支持

区域内的净零转型并确保大湾区跨辖区的协调

一致。这些行业的许多资产都不符合现有的绿

色金融分类目录的要求，很难使用绿色金融工

路径 投资领域 零排放情景下的估计投资额（美元）

交通运输业 6960亿

增加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新能源汽车推广 3650亿

新增充电桩和充电站 340亿

新增加氢站 40亿

运输结构调整 “公转铁”和“公转水” 2930亿

建筑业 3140亿

绿色建筑 新增绿色建筑 780亿

提高能效
超低和近零能耗建筑 10亿

现有建筑改造 2090亿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安装太阳能热装置

安装光伏装置
安装热泵

260亿

制造业和其他能源密集型行业 8300亿

投资总需求 18400亿

来源：项目组估算。

表 ES-1  |    大湾区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各投资领域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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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鉴于此，中国目前推出了一系列脱碳化金

融工具，对绿色金融进行补充，具体工具包括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转型债券和可

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等，支持转型实体

和相关活动。然而，由于目前对转型活动的定

义尚不明确，仍存在一定的“假转型”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已牵头提出在转型金融方面建立

统一分类目录，率先在煤电、钢铁、建材、农

业 等 碳 密 集 型 行 业 对 转 型 金 融 进 行 分 类 （ 马

骏，2 0 2 2）。国际上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也

正在探索转型金融的框架，筛选并标识可以加

快转型的融资活动。例如，渣打银行2 0 2 1年

发布了“转型金融框架”，该框架专门针对基

于资产的融资活动进行设计，并与国际能源署

（IEA）的2050净零排放情景保持一致。

 ▪ 转型计划缺乏科学指导：在向低碳排放转型时，企

业需要掌握统一的标准、转型目标和路径。中国

一大批高排放企业尽管具有转型的意愿，但通常

缺乏设定转型目标和路径方面的专业知识，制定

转型计划和路径的能力不足，也不了解如何进入

金融市场，以及获取支持转型的可信金融工具和

产品。

 ▪ 现有金融工具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高排放企业在为

其自身的减排及转型活动进行融资时，需要市场

提供多种定义明确、易于理解的融资工具供其选

择。一个成熟的转型市场中，与转型相关的金融

工具应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流动性。目前，虽然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和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券（SLB）都可用于在特定融资期内明确设定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转型金融在工具、债券和

贷款方面的可选择性仍十分有限。股权投资、保

险和资产担保证券等形式的金融工具尚未明确或

不存在。

 ▪ 碳市场机制不统一：目前，大湾区内有三个碳市

场，包括位于中国内地的两个试点碳市场及香港的

自愿碳市场。由于碳配额初始分配和碳市场监管上

的差异，两类碳市场内的碳配额无法互相交易，也

无法进行互认，导致大湾区的碳市场互相割裂，各

自为政，降低了交易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也无法对

各行业实现全覆盖。

金融行业应该助力大湾区应对上述挑战，并充分探索

脱碳化金融的支持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1. 在大湾区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为脱碳化工作提供
融资支持。鉴于目前大湾区内的金融市场相对独立，有必

要成立一个跨区域的委员会，进行转型金融的协调工作。

该委员会应以当地决策部门和监管机构为核心成员，以

加快大湾区的行业转型为宗旨，可以借鉴大湾区绿色金融

的发展经验，充分调动政策激励和金融资源，全力支持

转型活动和投资。可考虑在现有的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

（GBA-GFA）的基础之上成立核心协调委员会。

2. 促进中国内地、国际和/或香港转型金融分类目录
和信息披露指南的互操作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

场透明度、避免“假转型”，必须促进正在制定过程中的

全国转型金融分类目录与国际、香港现有分类目录标准之

间的互操作性1。不同监管机构之间也应就转型活动的强

制性信息披露指南达成共识，促进强制性信息披露（如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所提倡的信息披露），

推动大湾区采用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等

国际气候信息披露标准的市场成熟度，助力大湾区成为全

国先锋。

3. 鼓励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设定科学净零碳排
放目标。设定净零目标可以极大地支持相关单位（包括主

要金融机构和企业）制定可信的脱碳化技术路线图和投资

/融资计划，独立评估自身的减排进展情况。大湾区现有

的绿色金融协会（如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香港绿

色金融协会、广东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可在本

研究或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等倡议和香港证券交易所

《企业净零排放实用指南》提出的脱碳化路径的基础上，

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设定科学净零碳排放目标。一些已加

入科学碳目标倡议的国际银行（如渣打银行）可身先士

卒，率先在设定碳目标、信息披露、与企业客户协作等方

面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实现减排目标和路径。

4. 开发与转型活动相关的多种金融工具，扩大融资规
模，加快大湾区整体经济转型进度。鉴于大湾区在实现脱

碳化目标方面的资金需求高达1.84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可

充分利用这一市场机会，吸引私营资本入场，扩大资金规

模，推动更多资金流向大湾区及全国范围内的转型活动，

寻找投资机会。

 ▪ 债务类：建立大湾区资金计划，在制造业、道路交通

运输业和建筑业这三个行业内，进一步扩大现有与可

持续发展挂钩的和具有特定募集资金用途（use-of-
proceeds）的转型债券规模。该计划应得到中国内地

的政策支持（如债券发行补贴和绿色信贷贴息），采

用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

助（GSF）计划。另外，还可以创新碳相关产品，将

中国碳排放配额（CEA）、国家核证减排量（CCER）

等碳资产与国际市场上认可的碳信用额度挂钩。碳产

品可以将碳资产嵌入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结构和其他

碳交易产品内，支持能源密集型企业遵循亚太贷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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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协会发布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贷款原则和转型金

融分类目录的要求，制定转型目标和技术路线图，金

融机构可提供可持续发展挂钩和转型标签贷款

 ▪ 权益类：探索设立税收优惠的私人股权基金，投资

于低碳新技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高碳产业进

行升级，在重点行业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利用

碳配额拍卖所产生的收入建立低碳产业基金，与

大湾区内的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开展脱碳化技术

投资和项目活动。

 ▪ 保险类：创新保险产品，如绿色建筑保险、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碳减排损失保险、碳资产相关保险、

低碳新设备保险等，为融资期间的能源绩效投保。

5. 为大湾区的各重点行业量身定制具体金融解决
方案。

 ▪ 制造业：对于国内监管机构确定的钢铁、石化、水

泥、陶瓷、造纸等重点高耗能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与

行业内的跨国公司（MNCs）合作，扩大价值链上的

可持续供应链金融（SSCF）的覆盖范围。利用可持

续供应链金融可以提升跨国公司供应链可持续性的

价值，为供应商及其买方带来实实在在的激励。

 ▪ 建筑业：利用脱碳化金融工具，通过可持续发展

挂钩贷款扩大绿色升级改造的规模，采用合同能

源管理（EPC）等有效商业方式鼓励绿色改造，

在大湾区推行绿色保险机制，解决期限错配的问

题，扩大对国际绿色建筑认证（如“EDGE—优

秀高能效设计认证”）的认可，吸引国际投资，

开展能源数据的运营评估和披露。

 ▪ 道路交通运输业：通过对新能源货运车队、电动汽

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出台政策激励措施，调动私

人资本在大湾区内投资建设充电桩和加氢站等新

能源汽车基础设施。鼓励地方政府发行可持续市

政债券，进行铁路投资，利用可持续发展挂钩贷

款和转型金融进行船舶融资（不包括国际海事组

织的双燃料船舶）。

6. 利用地方和区域性碳市场，加快大湾区转型。全国

碳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覆盖的行业范围，恢复 CCER的交

易，将国家核证减排量市场与香港的“核心气候”和国际

自愿碳市场对接，从而实现与全世界气候相关产品的资本

对接。广东省和深圳市现有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也可以发

挥更大作用，率先将尚未被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如陶

瓷、纺织、互联网数据中心、建筑和交通运输等）纳入区

域碳市场的范围，从而加快大湾区的整体转型节奏。可以

探索建立与香港碳市场对接的大湾区区域性碳市场，进行

金融工具和衍生品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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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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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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