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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2019排放差距报告》解析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2019排放差距报告》
被广泛讨论。这份报告对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和预估的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估，并将其
与全世界通过最低成本路径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允许的排放水平进行比较。报告指出，即使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得以充分实施，全球气温升幅在本世纪末也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2℃，因此必须加强目前各国提交的自
主贡献目标。本文对该报告进行归纳总结，并提炼出未来在缩小排放差距方面需关注的方向。

 一、报告要点总结

 （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

 尽管许多国家在气候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而且没有任何达峰的迹象。
在过去十年中，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仅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暂时稳定。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了55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再创历史新高。化石能源使用和
工业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2018年增长了2.0%，达到37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目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几乎完全符合排放差距报告中使用的“一切照旧”或“无政策”情景下的2020年预计
排放水平，即基于2005年后没有气候政策出台的假设。总体来说，在过去十年中，全球排放量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变
化，这意味着气候政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无法抵消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主要排放驱动因素的影响。

 （二）排放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要实现把温升控制在2°C内的目标，2030年的年排放量必须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而要实现1.5°C的目标，年排放量必须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3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目前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与温控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的“排放差距”。

 回顾过去十年，这一排放差距每年都在扩大，主要有三个因素拉大了排放差距。首先，未能弥合2020年的排放差距
导致了2030年更大的差距。在2014年的排放差距报告中，2020年2°C的差距是80-100亿吨CO2e，2030年的差距约为130
-150亿吨CO2e，即2030年的差距约比2020年的差距大50%。第二，《巴黎协定》强化了2°C和1.5°C目标，对减排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使2030年所需的减排量增加。第三，评估方法科学性随着时间改进，1.5°C途径目标变得更加严
格。因此，过去十年各国的气候行动远远达不到《巴黎协定》的要求，需要采取更快、更具有变革性的行动。

 （三）排放差距仍可弥补，但需各国采取更严格的减排措施

 如果各国迅速采用行之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则可以弥补2030年之前的排放差距。2017年的排放
差距评估报告表明，在考虑成熟的技术和相对谨慎的假设条件下，到2030年每年减少330亿吨CO2e（置信区间为300-3
60亿吨CO2e）的排放，足以将温升降至2°C或者1.5°C以下。在这种情景下，全球需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使用
高效设备、低排放汽车，以及尽可能多的进行绿化和禁止砍伐森林。到2030年这六个领域的综合减排潜力每年将高达
210亿吨CO2e，这足以实现温升低于2°C的目标。

 为弥补排放差距，所有国家都需采取更为严格的减排政策。现行政策的持续实施将导致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相对于
工业化前水平上升3.4°C-3.7°C，并持续上升。而倘若当前国家承诺的无条件自主贡献目标得以充分实现，并假设
气候行动在整个21世纪都持续执行，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也将会上升2.9°C至3.4°C。各国需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提高三倍，才能实现升温低于2°C，而要实现1.5°C的目标，则必须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增加五倍以上。

 二、展望——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的时期

 尽管过去十年在缩小排放差距方面失去了机会，但出现了技术进步和许多积极的政策，为增强减排雄心和加快行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缩小排放差距仍是可能的，但需要各种减排方案和政策支持，推动长期的转型和创新，谨慎管理
在转型期间利益受到影响的相关方，并且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各级各部门采取一致的气候行动。

 （一）能源和交通层面脱碳是转型变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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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和工业部门使用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温室气体总排放的主要部分，预计到2040年能源需求将增长约30%
。交通也是重要的排放部门。因此，能源使用的低碳化和交通脱碳是弥补排放差距的关键。须全面提高能效，重点是
供热和制冷，电器和照明，工业电机和运输领域，同时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供应，建立更智能、更灵活的电网。
在交通领域避免和减少对机动交通的需求，转向更加环保的出行模式且提高运输方式的能源效率。

 （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选择

 气候行动峰会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会议主题，会议提倡更多地利用自然系统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这些自然系统主要包括森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农业和粮食系统、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

 2012年和2015年的《排放差距报告》对遏制毁林的最佳做法和政策进行了评估，2017年的《排放差距报告》重点介
绍了四个具有独特经济潜力的做法，可帮助到2030年每年减少约50亿吨C02e的排放，这四种做法分别是建立新的保护
区，使用命令和控制措施（command-and-control measures），制定、执行和监管有关森林转化的法规，可能包括对现
有保护区的投资以防止生物入侵；使用经济手段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如税收、补贴、生态系统付费服务；制定政策
遏止滥伐森林，包括部门政策、体制框架、治理结构和农业补贴政策。

 （三）非国家层面气候行动者的作用不可忽视

 2015年以来，《排放差距报告》已经评估了非国家层面气候行动的作用，而2018年的报告则特别关注了非国家和地
方以下行动者。2018年报告显示，参与气候行动的非政府层面的行动者数量迅速增加，来自133个国家的7000多个城
市和来自42个国家的245个地区，以及收入超过36万亿美元的6000多家公司承诺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世界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地区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来自众多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参与者都参与了国际合作倡议。

 虽然评估这些非国家层面参与者的减排潜力具有挑战性，且必须考虑他们的减排成效与国家行动的重叠，目前的数
据记载不充分因而无法进行系统评估，但《排放差距报告》依然认为，其潜力最终可能是巨大且不可忽视的。

 （四）为了保证长期的碳中和，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

 二氧化碳去除技术是未来技术创新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之一。《排放差距报告2017》对清除二氧化碳的各种方案进
行了评估。除其他减缓方案外，还必须采用二氧化碳清除和负排放方法。

 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技术已经使用多年，主要应用于潜艇、航空航天和医疗领域。直到最近，这类技术才被认
为是全球范围内的除碳剂。这类技术只使用很少的土地或水，不排放非二氧化碳的其他温室气体，且可以长期使用。
有些方法生产的材料可用于商业用途，例如水泥和骨料。然而，这类方法非常昂贵，而且可能有尚未可知的副作用，
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大多数还没有大规模实施，缺乏技术可行性。建议采取预防措施，并评估利弊，然
后进行全面部署。如果未来想在全球推广除碳技术，可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制定政府间合作的方法，让所有国家都参
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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