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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趋于稳定，预计 2020 年将下降
Sean O’Neill
Senior Technology Writer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于2020年2月发布的一份

报告[1]，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在

2019年趋于稳定，为33 Gt。这一稳定是在全球经济增

长速度为2.9%的背景下发生的[2]。二氧化碳排放的明

显停滞掩盖了由于地理、技术和商业波动而导致的排放

量增加和减少的多样性。它还掩盖了一个“两个世界”

（two worlds）的现象：发达国家正在向清洁、可再生能

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的方向转型，其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下降与持续依赖煤炭的较贫穷国家（尤其是亚洲

国家）不断增长的排放量相抵消（图1）[1]。
发达经济体的能源相关排放量有所下降，其中发电

行业的排放量下降占能源相关排放量下降的85%（图 2）

[1]。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美国的排放量下降了2.9%
（140 Mt），主要是由于煤炭发电转向天然气发电，2019
年基准天然气价格比2018年平均低45%。欧盟的排放总

量下降了5%（160 Mt），这是由于发电排放减少了12%，

这也与煤炭发电转向天然气发电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增长

有关。在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首次超过燃煤发电，

而在英国，风能、太阳能和其他能源在一年中的几个月

里的发电量超过了所有化石燃料发电量的总和。日本的

能源相关排放量下降了4%（45 Mt），这是自2011年福

岛核事故后核反应堆停用10年来下降最快的一次[3]。
国际能源署执行董事Fatih Birol说：“碳排放增长停

滞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应对这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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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个世界”的现象：与2018年相比，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与能
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9年大幅下降，但世界其他地区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却出现了类似幅度的上升，导致总体水平趋于平稳[1]。
资料来源：IEA，已获授权许可。

图2. 虽然发电量继续呈上升趋势，但发达经济体（国际能源署将其定
义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欧盟、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
墨西哥、挪威、新西兰、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的每太瓦时二氧化碳
排放量却在下降。2019年，这一“排放强度”（emissions intensity）下
降了6.5%，是过去10年平均下降水平的3倍[1]。资料来源：IEA，已
获授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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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挑战[4]。这是清洁能源转型正在进行的证据，也

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有机会通过更具雄心的政策和投

资，在碳排放问题上切实行动起来。”

针对这一观点，伦敦帝国理工大学格兰瑟姆研究所

的气候变化与环境讲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多

个出版物的作者Joeri Rogelj说：“很明显，可再生能源

领域令人瞩目的成功为进一步脱碳并消除经济体中所有

二氧化碳的排放提供了机会。尽管有机会，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已经走上了实现目标的轨道。”

尽管与能源有关的排放趋于停滞状态，但仍然很

难对气候变化持乐观态度。2019年12月，国际学术联

合体全球碳项目（GCP）发布了包括水泥生产和森林

砍伐在内的全球所有来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度报告

[5]。GCP估计2019年的总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8 Gt，
较2018年增加0.6%，创历史新高；尽管不确定性范围

为–0.2%~1.5%，但这与IEA的调查结果并不矛盾。

此外，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的全球第4个最热的年

份，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6,7]。根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

所的数据，2019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继续急剧攀

升，5月份平均含量达到414.8 ppm（对于CO2，1 ppm 
= 1.96 mg·m–3），这是61年来观测到的最高季节性峰

值。这比2018年5月的峰值高出3.5 ppm，是有记录以

来第二高的年度跃升[8]。
要实现《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的气候目标

（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 ℃以下，

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 ℃内而努力），现在需要全球共同

做出巨大的努力[9]。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10
个版本的排放差距报告，综合分析了个别国家承诺减排

的目标与实现温度目标所需总量之间的差距。年度分析

结果显示，这一差距比2010年扩大了4倍还多[10]。在

2020年3月份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综合报

告中，作者（包括Rogelj在内的一个著名团体）写道，

个别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承诺“严重不足”（woefully 
inadequate），并且“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私营

部门和社区需要转为危机模式，使他们的气候承诺更加

坚定，并将重点放在早期和积极的行动上。否则，《巴

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将遥不可及。”

但是，2020年带来了一场新的全球危机，这场危

机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了短期的急剧减少效应。

“随着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流行，石油在运输

行业的使用量大幅减少，至少是暂时减少。”GCP报告

的合著者、英国诺威奇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in Norwich）皇家学会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教

授Corinne Le Quéré说，“这场危机将改变道路运输方式，

可能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过程产生重大影响。”

在2020年5月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
mate Change）上的一篇论文中，Le Quéré及其同事估计，

到2020年4月初，全球每日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9年的

水平相比减少约17%，其中地面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则减少不到一半[11]。研究小组预测，与2019年相

比，2020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将下降4%~7%，具体

取决于各国经济恢复到疫情蔓延前的状态所需的时间。

作者还指出，这一下降幅度与数十年来通过长期结构变

化将气候变化限制在1.5 ℃范围内所需的同比下降幅度

相似。与此同时，国际能源署预测，这场疫情将导致二

氧化碳排放量创纪录的年度下降近8% [12]。
Le Quéré说：“COVID-19危机表明，我们没有认真

对待全球系统性风险，也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危机的准

备。应对COVID-19危机的方式应该使我们对未来的危

机具有韧性。这意味着通过更充分的准备来减少我们的

脆弱性，如通过适应持续的气候变化。这也意味着通过

减少碳排放量直到达到零净值来降低风险本身。”

Rogelj也认同这一观点：“各国政府正在采取大规模

的刺激措施，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衰退。

这些复苏计划提供了一次机会，使社会朝着一个更加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沿着这个方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确

定的另一个全球危机——气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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