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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节能减排术语，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而碳达峰则指的是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后，进入平稳
下降阶段。[8]简单地说，也就是让二氧化碳排放量“收支相抵”。2020年9月22日，中国政府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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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
月5日，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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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碳中和下汽车报废行业发展状况
10.4.3�碳中和下汽车报废行业市场规模
10.4.4�碳中和下汽车报废企业竞争格局
10.5�汽车行业实现碳中和的对策及措施
10.5.1�提升传统汽车节能技术
10.5.2�支持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10.5.3�支持燃料电池产业发展
10.5.4�倡导共享绿色出行方式
10.5.5�优化交通系统助力节能减排
10.5.6�通过数字科技和智能化节能
10.5.7�坚持绿色多样化能源发展道路
10.5.8�积极发展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
10.6�实现2060年汽车产业碳中和目标“三步走”
10.6.1�碳减排路线
10.6.2�碳减排情景
10.6.3�碳中和阶段
第十一章 �碳中和对电解铝行业的影响分析
11.1�碳中和下电解铝行业发展状况
11.1.1�电解铝碳排放情况
11.1.2�电解铝碳排放来源
11.1.3�碳中和对供给端的影响
11.1.4�碳中和对需求端的影响
11.1.5�碳中和对成本端的影响
11.2�碳中和下电解铝行业节能减排路径分析
11.2.1�供给侧改革明确电解铝产能红线
11.2.2�水电占比料将提升加速能源转型
11.2.3�利用循环再生技术带动再生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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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碳中和下电解铝相关企业发展分析
11.3.1�神火股份
11.3.2�云铝股份
11.3.3�索通发展
11.3.4�顺博合金
第十二章 �碳中和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分析
12.1�碳中和下钢铁行业发展状况
12.1.1�钢铁行业转型必要性
12.1.2�钢铁行业碳中和政策
12.1.3�钢铁行业碳排放情况
12.1.4�钢铁企业碳减排布局
12.1.5�碳中和下行业投资机会
12.1.6�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路径
12.1.7�碳中和促使行业二次供改
12.1.8�碳中和下行业发展机遇和挑战
12.2�碳中和下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分析
12.3�碳中和下钢铁行业生产工艺方向
12.4�碳中和下钢铁行业发展趋势
12.4.1�结构优化趋势
12.4.2�产能转移趋势
12.4.3�原料进口趋势
12.4.4�未来布局重点
第十三章 �碳中和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影响分析
13.1�交通运输行业总体发展情况
13.1.1�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情况
13.1.2�碳中和对交通行业的影响
13.1.3�碳中和促交通运输方式变革
13.1.4�碳中和下交通运输业发展对策
13.1.5�碳中和下交通运输业发展趋势
13.1.6�碳中和下交通运输业国际经验
13.2�碳中和下航空业发展分析
13.2.1�航空业能耗现状
13.2.2�航空业节能减排
13.2.3�航空业供需格局
13.2.4�航空业低碳技术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13.2.5�航空企业碳中和布局
13.3�碳中和下航运业发展分析
13.3.1�船舶碳排放情况
13.3.2�航运业碳中和政策
13.3.3�碳中和对航运业的影响
13.3.4�碳中和下航运业技术发展
13.3.5�碳中和引领船舶发展方向
13.4�碳中和下公路和铁路运输发展分析
13.4.1�公路运输碳减排情况
13.4.2�公路货运行业低碳发展
13.4.3�碳中和下铁路运输发展
13.4.4�碳中和下铁路电气化趋势
13.5�碳中和下交通运输业脱碳途径
13.5.1�优化能源结构
13.5.2�优化运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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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碳中和下金融业发展机遇挑战
14.1.4�碳中和下金融业发展政策建议
14.1.5�碳中和下金融业发展策略对策
14.2�碳中和下绿色金融发展分析
14.2.1�碳中和为绿色金融带来新动力
14.2.2�碳中和开启绿色金融发展新篇章
14.2.3�绿色金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14.2.4�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态势
14.2.5�碳中和目标下探索绿色金融新模式
14.2.6�碳中和下绿色普惠金融先行探索
14.2.7�碳中和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策
14.2.8�完善绿色低碳技术的基础设施
14.3�碳中和下银行发展分析
14.3.1�碳中和下银行布局动态
14.3.2�碳中和下银行发展机遇
14.3.3�碳中和下银行发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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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碳中和下银行应对策略
14.3.5�碳中和对银行业的影响
14.3.6�碳中和对银行业的启示
14.4�碳中和目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
14.4.1�影响金融市场制度环境
14.4.2�影响金融部门资产配置
14.4.3�对金融风险的潜在影响
第十五章 �2016-2020年碳交易市场运行状况
15.1�2016-2020年中国碳交易市场总体分析
15.1.1�碳交易市场机理概述
15.1.2�碳交易市场发展历程
15.1.3�碳交易市场发展意义
15.1.4�碳交易市场建设进展
15.1.5�碳交易市场企业布局
15.1.6�碳中和下碳交易市场的变化
15.1.7�碳市场驱动碳中和愿景实现
15.1.8�碳中和下碳市场面临的挑战
15.1.9�碳中和下碳市场的发展对策
15.2�2016-2020年中国碳金融发展分析
15.2.1�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
15.2.2�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对策
15.2.3�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案例
15.2.4�碳中和下企业在碳金融的布局
15.2.5�推进碳金融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15.2.6�碳中和下碳金融发展机遇和挑战
15.3�2016-2020年中国林业碳汇市场发展分析
15.3.1�林业碳汇项目减排作用
15.3.2�林业碳汇市场需求潜力
15.3.3�林业碳汇市场发展特点
15.3.4�碳中和对林业碳汇的影响
15.3.5�碳中和下林业碳汇企业布局
15.3.6�企业参与林业碳汇项目路径
15.4�碳中和下碳交易市场发展前景
15.4.1�碳交易市场法制化规范化
15.4.2�“区块链+碳交易”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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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十四五”碳市场发展前景
第十六章 �2016-2020年国内外企业碳中和布局情况
16.1�国际公司
16.1.1�谷歌
16.1.2�苹果
16.1.3�安永
16.1.4�微软
16.1.5�高盛
16.1.6�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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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百度
16.2.4�阿里巴巴
16.3�国内石化企业
16.3.1�中国石油
16.3.2�中国石化
16.3.3�中国海油
16.4�国内能源电力企业
16.4.1�大唐集团
16.4.2�华电集团
16.4.3�国家电投
16.4.4�三峡集团
16.4.5�哈电集团
16.4.6�东方电气
16.5�国家电网公司
16.5.1�电网公司能源电力转型实践
16.5.2�电网公司能源电力转型路径
16.5.3�国家电网公司行动方案发布
16.5.4�碳中和对公司的机遇和挑战
第十七章 �2016-2020年碳中和目标下投资机会分析
17.1�全球碳中和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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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投资风向转变
17.1.2�投资现状分析
17.1.3�投资前景分析
17.2�中国碳中和投资现状分析
17.2.1�碳中和投资背景
17.2.2�碳中和投资主体
17.2.3�碳中和投资规模
17.2.4�碳中和投资领域
17.2.5�碳中和投资问题
17.3�中国碳中和投资前景分析
17.3.1�碳中和投资机会
17.3.2�碳中和投资主线
17.3.3�碳中和投资前景
第十八章 �2021-2026年中国碳中和发展趋势和前景预测
18.1�碳中和战略推进前景(AK HT)
18.1.1�碳中和战略机遇
18.1.2�碳中和战略规划
18.1.3�生态修复助力碳中和
18.2�“十四五”碳排放目标
18.2.1�能源和碳排放整体目标
18.2.2�能源与电力行业
18.2.3�交通、建筑与工业
18.2.4�大气污染防控和协同治理
18.3�2021年中国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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