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叶年
度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曳

指出袁2024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
将首次突破 3万亿美元袁 其中 2
万亿美元将投向清洁能源产业袁
包括可再生能源尧 电动汽车尧核
电尧电网尧储能尧低排放燃料尧能
效改进和热泵技术等遥 按照国家
划分袁中国继续维持全球最大清
洁能源投资国地位曰按照行业划
分袁太阳能和光伏技术继续独占
鳌头遥

中国稳居全球
清洁能源投资之首

国际能源署表示，2024年清
洁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仍然是

中国，预计将达到 6750亿美元；
欧盟预计 3700亿美元；美国预
计超过 3150亿美元，是 2020年
的 1.6倍。

2024年，得益于国内需求强
劲，中国继续占据全球清洁能源

投资领域最大份额，投资主要集

中于太阳能、锂电池、电动汽车、

电网等领域。

可再生能源整合和现有基

础设施升级，将进一步推动电网

和储能投资增长，预计 2024年
全球电网领域投资将达到 4000
亿美元左右，其中 80%资金将来
自中国。2024年全球电池储能技
术投资将超过 500亿美元。

中国、美国和欧盟将占 2024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2/3，凸显
出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投资不

均衡情况。

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

清洁能源支出水平仍然较低，今

年预计将首次超过 3000 亿美
元，仅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 15%
左右，远低于要满足这些国家日

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所需水平。不

过，非洲 2024年清洁能源投资

将比 2020年增加近一倍，达到
400亿美元。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

罗尔表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

头、持续降低的成本，以及能源

安全考量，推动清洁能源支出持

续增长。不过，对大部分国家尤

其是新兴国家而言，能源投资必

须投向‘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

们严重缺乏负担得起的、可持续

的和安全的能源。”

太阳能投资
超其他清洁投资总和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4年全
球太阳能和光伏技术投资将达

到 5000亿美元，超过其他所有
清洁发电技术总和。

据了解，随着技术进步，近

年来太阳能电池板价格大幅下

降，投资回报率随之增长。2023
年，风能和太阳能行业投资回报

率是 10年前的 2.5倍甚至不止。
与此同时，核电等其他低碳

能源投资也在迅速增加。2024

年，约 9%的能源资金将投向核
电，总额约为 800 亿美元，这约
是 2018年的两倍，凸显出全球
范围内核电复苏的趋势。

过去 10年，全球对化石燃
料的投资一直在缓慢下降，但降

幅仍然不足以满足应对气候变

化和减排目标的需要。国际能源

署对化石燃料高水平支出感到

担忧，并表示如果不进一步削减

资金，世界将不太可能实现气候

目标。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4
年全球油气上游领域的投资有望

增长 7%至 5700亿美元，中东地
区占据投资主导地位，到 2024年
底清洁能源仅占中东地区能源投

资总额的 15%左右。目前，中东地
区化石燃料和清洁能源投资比重

为每投资 1美元于化石燃料，只
有 0.2美元投向清洁能源。

与此同时，尽管许多大型石

油和天然气公司声称为绿色转

型投入大量资金，但这些公司平

均只有 4%的投资预算用于清洁
能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煤炭

投资仍在持续增加，2023年批准
的新煤炭项目超过 50 吉瓦，是
2015年以来的最高批准率。

发达国家
野有偿冶气候援助引争议

目前，资助全球能源转型仍

是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绿色

投资虽然持续增长，但低碳转型

成本也在同步上升。另一方面，

原本应该在气候融资方面帮助

欠发达国家的富裕经济体，却一

直在进行“有偿”气候援助，这进

一步拖累了能源转型和气候行

动脚步。

美国斯坦福大学最新调查

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国经常以贷

款而非赠款的形式，向欠发达国

家提供所谓的气候融资，且附带

市场利率，而非此类贷款的典型

贴现利率。同时，还附带额外条

款，包括要求债务国购买债权国

产品或原材料、雇用债权国的工

人、聘请债权国公司来完成所资

助项目等。

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

每年将向欠发达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这些资金

主要通过公共和私营领域筹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5月 29日
表示，发达国家 2022年才首次
兑现提供约 1000亿美元帮助较
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比原定时间晚了两年。

2015年至 2020年间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总

额约为 3530亿美元，其中国家
对国家的直接出资金额为 1890
亿美元。在国家对国家直接投资

中，高达 54%的资金不是援助形
式，而是有偿贷款，其中美国、法

国、日本、德国是放贷最多的国

家，美国出资 95亿美元中 31%是
有偿贷款，法国出资 281 亿美元
中 90%是有偿贷款。

显然，发达国家正在将气候

援助打造成“利己项目”，通过放

贷的形式“资助”相对落后经济

体，这不仅无法给后者气候行动

和减排带来助力，甚至还给其经

济带来严重拖累。

路透社指出，2017年法国向厄瓜
多尔某港口城市提供了一笔约

1.18亿美元的专项贷款，用于建
设空中缆车，旨在减少交通领域

减排，但项目投运后，根本无法

实现预期收益与减排目标，反而

给厄瓜多尔增加了 1.24 亿美元
的财政赤字。

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发达国

家做法，敦促他们向欠发达国家

提供真正的、实质性的财政支

持。德国智库海因里希·伯尔基

金会表示，涉及气候治理的投融

资及其相关服务不应该成为“牟

利工具”。环保组织“气候行动网

络”指出，贷款占据了气候融资

最大份额，这严重违背气候正义

和公平的理念。

渊据叶中国能源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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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投资继续稳居全球榜首

“‘降碳贷’把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降碳表现与贷款利率

挂钩，减排指标得分每提高 1
分，就能获得相应的利率优惠，

有效鼓励了我们企业开展节能

减排。”在 7月 3日举行的深圳
企业碳账户上线、“降碳贷”首发

暨“绿色金融应知应会”项目启

动会上，深圳市方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提供的 2800万元“降碳贷”。
目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的碳核算难、成本高、绿色

属性认定难，绿色金融支持的

精准性有待提高，绿色金融发

展缺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等问

题亟待解决。“降碳贷”是人民

银行深圳市分行指导金融机

构，围绕深圳企业碳账户开发

的新型信贷服务模式。

企业碳账户是一个记录企

业碳排放量和相关减排行为的

账户，主要用于金融支持和绿

色发展。银行将地方征信平台

提供的企业碳账户评级报告信

息，纳入授信审批、贷款定价、

风险管理等流程，对绿色低碳、

碳减排效果显著的企业，在贷

款利率、期限、额度、抵质押方

式等方面给予差异化优惠的机

制安排。

“降碳贷”通过将贷款利率

与企业减排效果等指标挂钩，

为企业碳减排贡献精细化“定

价”，精准激励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目前，深圳已有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微众银行等首批 8
家银行推出“降碳贷”业务产

品，为 8家企业提供授信共计
3.1亿元。

去年年底，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印发《深圳市碳交易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探索

建立企业碳账户体系。搭建企

业碳账户平台，推动建立基于

企业碳排放的碳绩效评价制

度，引导金融机构将对企业的

信用等级评定、融资贷款利率

设定等与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

履约完成情况、企业自主排碳

目标设立与执行情况等挂钩，

在融资、贴息、担保等方面为碳

绩效评价等级高的企业给予政

策支持。

近年来，深圳绿色金融发

展成效显著。截至 2024年一季
度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突破 1
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40%。人民
银行深圳市分行有关业务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建

设覆盖重点项目、企业和企业

集团的多层次“伞形”碳排放评

价体系，进一步完善“降碳贷”

系列产品，为我国绿色金融发

展实践继续探索“深圳方案”。

“降碳贷”的首发充分彰显

了深圳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

面的创新强度和推进力度。

渊据叶深圳特区报曳冤

深圳首创野降碳贷冶 企业碳账户已上线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由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制定的地方标准《大型活

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已提升

为国家标准。该标准已于 6月
29日正式实施。

据介绍，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在服务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实践中，成功将

地方标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

评价指南》提升为国家标准，

这一创举为奥运会历史上的

首次大型赛事活动可持续性

评价树立了标杆。

这一国家标准的诞生，标

志着对体育赛事、展览、庆典、

演出、峰会等大型活动的可持

续性评价迈入了新纪元。标准

涵盖了 7 大类 35 项评价指

标，全面覆盖了可持续性采

购、碳中和、场地利用、生态修

复等关键领域，致力于提升大

型活动的绿色低碳水平，强化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优化资源

利用，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如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从水

资源循环利用率、垃圾分类收

集率、场地生态恢复或补偿

率、空气质量优良率等方面进

行评价；对交通物流，从新能

源车辆占比、绿色交通出行

率、平均疏散时间、物流信息

化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价；对低

碳与气候变化，从减缓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减碳措施施行

率、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碳中

和实现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渊据叶中国消费报曳冤

叶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曳
国家标准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