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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日本实现碳中和愿望的复杂因素。它对日本在这一领域的雄心进行了严格的分

析，剖析了其碳减排战略的各个方面，并讨论了日本追求碳中和可能实现的结果。分析是在全球碳减排倡议

的更广泛背景下进行的，承认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本文认为，鉴于日本对海外化石燃料资源的严重依

赖以及克服政策障碍和能源和工业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复杂挑战，日本能否按时实现减排目标，关键取决于其

能否促进深入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这种合作有可能为日本提供关键资源、技术进步和共享经

验，最终为两国更有效的碳减排战略和更可持续的未来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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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apan’s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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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lves deeply into the intricate complexities surrounding Japan's aspirations for carbon 
neutrality. It offers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country's ambitions in this realm, dissecting the various aspects of its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and discussing the potential outcomes that could materialize in Japan's pursuit of carbon 
neutrality.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global carbon reduction initiatives, acknowledging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given Japan's significant reliance on 
overseas fossil fuel resources and the intricate challenges posed by navigating policy hurdles and revolutionizing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the likelihood of Japan meeting it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on schedule hinges 
crucially on its ability to foster profou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articularly with China. Such cooperation hold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Japan with access to critical resource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shared experiences, 
ultimately paving the way for more effective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or both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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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考量 
2020 年 10 月，菅义伟首相内阁宣布，日本力争

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2021 年 4 月，日本进一步

提出 2030年排放量较 2013年减少 46%的中期目标，

标志着日本从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的被动应对转

向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1]为实现上述目标，日

本在清洁能源转型、绿色金融、全行业电气化等方

面制定了全方位的规划。但鉴于日本能源结构对海

外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存在难以突破的政策瓶

颈，能源和产业技术转型面临现实挑战。日本能否

开展包括与中国在内的深度国际合作，将决定其减

排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通讯作者：Xiao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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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推动下，能源转型与

绿色转型成为产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更

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伦理制高点，日本提出碳中和

目标、提高 2030 年减排目标，蕴含着多方面的考量。 
一是与美国的政策转变相呼应，日本此前的减

排目标是“在本世纪下半叶尽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

排放”，计划到 2030 年比 2013 年减排 26%（2015
年 7 月作为“国家自主贡献”向联合国提交），到

2050 年减排 80%（2019 年 6 月作为“长期低碳发展

目标”向联合国提交）。但对于提高减排目标，日本

的态度较为消极。这与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消

极态度息息相关，但拜登民主党上台后，随即宣布

重返《巴黎协定》，并扛起推动全球减排的“道德大

旗”，声称将与欧洲联手提高减排目标。日本政府也

意识到美国对气候变化的严肃态度，担心落后和挨

打。同时，鉴于《巴黎协定》大多数成员国都已提出

或准备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表示，自己确实感

受到了世界气候变化问题趋势的巨大变化，这最终

促使他在首次施政演讲中宣布日本的碳中和目标。 
二是希望为经济增长创造新动能。安倍执政时

期，日本相关经济政策主要由经济产业省的官僚制

定，这些官僚往往与经济界联系密切，代表大资本、

大企业的利益。日本政府因担心遭到经济界的反对，

一直不敢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上台后高举改革

大旗，将脱碳和数字化确定为两大旗舰政策，呼吁

经济界转变思维，不再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经济增

长的掣肘，而是将其视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机遇。2020 年 12 月，日本推出“绿色增

长战略”，宣布将动用一切政策工具促进民间投资、

吸引全球绿色基金，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经

济增长。岸田上任后，进一步将绿色转型作为其“新

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计划在 2022 年夏天

推出“清洁能源战略”，继续引导全社会加大对清洁

能源的投入。 
三是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政治大国梦”。日

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受“先污染、后治理”之

苦，全社会对气候、环境等问题关注度较高、关注度

较早。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政府既不希望减排义务

过严，阻碍经济发展，又期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

据有利位置，掌握战略优势，发挥引领作用，提升国

际政治影响力。 
2 日本的碳中和目标 

2020 年 9 月，菅义伟上任后提出三大政策之一，

将绿色转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予以重视，并首

次公布日本碳中和目标——日本将在 2050 年实现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全面实现碳中和。2021 年 10 月，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将继承菅义伟的减

排承诺，继续推动 2030 年和 2050 年减排目标的实

现。 
为实现 2030年中期目标和 2050年碳中和目标，

日本政府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修改“地球变暖

对策推进法”及其配套“地球变暖对策计划”、“能

源基本计划”等一系列政策，试图通过财政和金融

等手段，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推动能源革命、产业变

革、技术升级，重新确立全球产业竞争力，并参与制

定新规则，引领国际经济新秩序。 
《绿色增长战略》确定了日本 2050 年实现碳中

和、建设“零碳社会”的目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复

苏。预计到 2050 年，该战略每年将为日本创造近 2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为落实上述战略目标，该战

略针对海上风电、燃料电池、氢能等 14 个产业提出

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发展任务。 
3 日本碳中和目标的前景 
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在首次施政演讲中勾勒出

日本在碳排放领域的新目标：日本将在 2050 年实现

碳中和。当时他对日本议员表示：“我们需要改变思

维方式，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变暖，这将改变我

们的产业结构、经济和社会状况，带来显著的增长。”

在日本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既有积极因素，

也有消极因素。 
3.1 积极因素 
对减排的态度趋于积极。石油危机后，日本推

行能源多元化政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煤炭、天然

气等使用量稳步上升。特别是福岛核事故后，化石

燃料需求急剧增加，使得日本政府对减排的态度更

加消极。日本将 2013 年排放达峰作为减排基准年，

远晚于多数国家的 1990 年或 2005 年。不过，安倍

晋三任内，日本多次顶住国际社会提高 2030 年目标

的压力，菅义伟上台后，开始强调气候行动的必要

性。2020 年联合国大会第 75 届会议上，中国宣布

2060 年实现碳中和。随后，日本、韩国等也宣布了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这体现了日本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决心，有利于积极推动碳中和目标的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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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际组织支持碳中和，为日本实现碳中和

目标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主

要领域的主要组织或机制大多对碳中和持积极态

度。世界银行表示支持《巴黎协定》和 2050 年长期

战略目标，希望通过发展融资、气候融资等方式改

善清洁项目发展环境，降低新技术应用的金融风险，

扩大清洁能源市场。为此，世界银行设计了与国别

计划、技术援助、贷款产品相关的专项项目，帮助各

国规划和实现长期脱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气候变化将对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应运用政策

工具助力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总干事奥尔

加·奥利哈娅在研讨会上表示，碳定价和绿色融资

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应重视碳税等工具的应用。 
3.2 负面因素 
对于 2050 年能否实现碳中和目标，日本社会各

界态度不一。日本自然能源基金会、德国智库和芬

兰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如果能落实政策大幅引入

可再生能源、自主生产和进口足够氢气，碳中和目

标或可如期实现。不过，日本帝国数据库 2021 年初

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即便付出努

力，2030 年也难以实现减排目标。 

 

图 1  您支持碳中和吗？（https://www.nippon.com/cn/） 

 

图 2  您认为实现碳中和是可能的吗？

（https://www.nippon.com/cn/） 

首先，日本减排目标脱离实际。日本目前公布

的减排目标尚未充分论证，尤其是 2030 年设定的目

标，并非基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如能源结构、产业状

况等，而是在欧美等国日益增加的压力下宣布的目

标。 
同时，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最初提出以 2013

年为基准年，到 2030 年减排 45%的方案，但经评估

后，仅主张减排 35%。而美英等国则强烈要求日本

减排 50%。因此，在此背景下，日本最终将目标定

为 46%，并表示将“继续努力向减排 50%迈进”，

这显然是迎合欧美要求的妥协策略，与日本国内情

况不符。 
二是能源结构制约。首先，日本短期内难以摆

脱对火电的绝对依赖，减排关键是扩大零排放电源

占比[2]，但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设施几乎全部关

闭，近 30%的电力缺口只能靠增加天然气发电和煤

电来填补，这导致日本对煤炭、液化天然气等化石

燃料发电的需求大幅增加，2019 年化石燃料发电占

比高达 76%。在核电安全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

削减火电不仅会影响日本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也威

胁到日本的能源安全。其次，日本扩大可再生能源

利用遭遇瓶颈[3]。  
目前，日本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仅次于中国和

美国，但适合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的陆地面积只有德

国的一半，难以继续增加规模和扩大容量。日本适

合海上风电的海域面积仅为英国的 10%，且由于周

围海床较深，需采用比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底部

安装风电”成本和技术难度更高的“浮动风电”。而

且受风力条件限制，日本海上风电发电效率只有欧

洲国家的一半。目前，日本氢能成本居高不下，若没

有碳税和补贴，氢能利用将难以推广。 
第三，产业转型困难。日本此前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侧重低碳目标而非绝对脱碳，许多日本企业在

洁净煤、液化天然气发电、混合动力汽车等领域拥

有长期技术优势，在全球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但当政策转向脱碳时，先前的优势反而成为负担，

导致日本执着于火电，拒绝纯电动汽车。政府提出

的汽车全面电动化目标定在 2035 年，而海上风电规

模化利用则定在 2040 年，与 2030 年目标不同步。

此外，日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协调机制，经

济产业省、环境省各自为政、相互制约，决策过程不

科学，政策执行容易出现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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