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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碳中和:逻辑体系与技术需求》
庞忠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

了庄严承诺:力争 2030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 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这个决策之后,
社会各界正在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 而中国科学院学部,作
为国家科技界的最高智库,也在 2021 年 2 月 8 日,启动了中

国科学院学部《碳中和》院士咨询重大项目。 由丁仲礼和张

涛等专家主编的《碳中和:逻辑体系与技术需求》一书最近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基于这个项目的

报告。 由于参与项目的专家众多、层次很高,因而可以说本

书是科技界顶层谋划碳中和的集思广益的智慧结晶,也是科

技界努力做好碳中和科技工作的一个集体宣示。
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个重要的咨询项目和报告编写,从水

文地质和地热地质角度提出了咨询调研建议,研究收入书中

相关部分。 应《地质论评》编辑部之邀,现就专著中所涉及的

地学相关内容尝试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为了便于理解和记

忆,我用 5 个数字来分享看法。
一是技术为王。 碳中和是基于碳基化石能源的长期过

度利用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和气温上升而提出来的,
其核心是“弃碳”,因而,是对碳为主体的能源体系的一次革

命。 在电力方面,太阳能等非碳能源将成为主体,氢能将成

为主要的燃料,地热能将提供更多的可直接利用的清洁热

能。 这些非碳能源目前的占比只有 15%,如要提高其比例,
主要靠政策和技术。 进而言之,如果像核聚变这样的高密度

能源生产技术取得颠覆性突破的话,未来的能源供应就会以

核能为主了。 这个咨询项目聚焦在技术需求上并较全面地

列出了实现碳中和需要研发的技术需求清单,体现了把科技

进步放在优先位置的准确定位。 地热能与太阳能相比,都是

低密度能源,但是,发展潜力上各有千秋,未来多种能源互补

的空间比较大。
二是双碳目标。 在我国刚刚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现代化实现

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开始下降。 本书明确指出,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时间紧、压
力大、任务重。 但是,我国在保障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展现

了大国担当。 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生态固碳优先是十分明智

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本来就要做的事情,符合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和“两山论”的要求。 把减碳目标和生态文明目标有机

结合起来,是个双赢的选择。 土地利用优化和高效率治水是

两个必要抓手。 水文地质工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三端发力。 能源生产端、能源消费端、人为固碳端,

是减碳工程所涉及的社会方面。 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监测

评估和监管技术。 在这个体系之外,
是政策保障、金融支撑和国际合作。 前面的 3 个方面,的确

是核心技术和产业。 笔者为了自己学习方便,尝试将其归纳

为 9 个任务,即:能源生产端有非碳电力、热力和燃料 3 大任

务;能源消费端有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固碳端有生态、化
工和地质封存。 对上述任务,书中梳理了技术需求清单,介
绍了技术等内涵、现状及发展趋势。 展现了生产端的新型电

力系统、消费端的减碳技术、固碳端的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技

术和地质封存技术。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是前所未有的深部

地质工程,对于水文地质、沉积地质、岩土力学等地学专业的

需求是比较大的。
四是四阶段进程。 从现在算起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

标,还有 40 年的时间。 书中把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来预测

发展水平和完成度。 这其中 2030 年仅剩下 8 年时间,而目

标是碳排放达到峰值。 原则上讲,这之后就不能再上升了,
否则就不是达峰了。 我国单位 GDP 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50%,进步空间很大。 因此,依靠新型节能技术实现节能降

耗应该是实现碳达峰的首选途径。 2050 年是我国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比碳中和早 10 年。 四阶段的进程

给人以紧迫感和使命感。
五是五大非碳能源。 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核能

是非碳能源中的大户。 在走向碳中和的道路上与我们同行,
尤其重要。 书中为了方便,都归类在发电技术中加以介绍。
不过事实上,地热能生产热力的能力远远超出发电的能力。
我国地热能供暖面积已经达到 14 亿 m2 ,位居世界第一。 增

长速度很快。 欧洲国家统计的能源消费中,建筑用热占到社

会总能耗的 50%。 我国目前的比例是 20%,今后其比例也会

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高。 这是地热能持续不断地增加

其对碳中和贡献的主要途径。 在书中第 112 ~ 114 页有具体

介绍。
全书分为 6 章,共约 50 万字。 署名作者和审者就有好

几十位。 这本碳中和研究的权威著作,为碳中和建设提供了

科学指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适
合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笔者近年来有幸参与了有关碳中和科技需求的多个专

题咨询项目或者调研会议,关注地热能开发利用对于能源结

构转型的作用以及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固碳技术对碳

中和的实质性作用。 特介绍和推荐本书。
刘志强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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