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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李燕妮)：在您看来，过去几年内中国和美国
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有哪些成功和失败？在这
个领域里，两国现在的合作状况如何？

黄忠（HZ）：中国在太阳能光伏（PV）发电方
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2019年底总装机容量已
超过200GW。自2015年超过德国以来，中国一直
是全球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除了光伏以外，中
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热能市场。

中国目前的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6GW，是
排名第二的美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05GW）
的两倍多。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第一。此外它还有望在2022年超越法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核能发电国，并在四年后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目前中国也在全力以赴，力争到
2024年基本建成全国性的氢能源基础设施。

在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美国本可以借
此机会领导世界并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深
层次的合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在其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放
弃了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创新

和投资方面也落后于中国。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鲜有合作。除了特
斯拉（Model 3是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和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部门（GE Renewable En-
ergy）等私营跨国企业，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的
合作几乎无任何亮点（GE在中国快速增长的陆上
和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CK（凯利）：美国国内实际上在再生能源领域还
是有一些动作的，只不过都集中在私营部门或州
一级政府。我预计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将
会改变，比如提升燃油效率，恢复奥巴马政府的
《清洁能源计划》以及其他加快美国气候和能源
转型的政策。 但是由于国会在这方面的分歧很
大，且这种状况还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此他的
很多计划只能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解决，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美国一直缺少机会就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对公众进
行系统教育，如果各方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广泛共
识，那就能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事实上，正是由
于缺乏共识才导致虚假信息的泛滥。所以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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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需要改变的是就气候问题的广泛宣传和教
育。

YL (李燕妮）：近年来，中美双边能源行业的交
流受阻，中国的核电产业在国内外的发展都受掣
肘，在能源装备的竞争性技术领域，美国政府也
转向了不支持合作的立场。您觉得中国在能源领
域如何管控国际政治风险，有效应对美国制裁？

黄忠（HZ）：无论美国怎么做，中国都将全力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渴望清洁
的空气和水，而且还涉及到它自身的能源安全问
题。另外，中国本身也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中获
得了丰厚的回报。

就核能来说，中国第一座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
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目前在福建省正式并网发
电。这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对核电技术的垄
断。该消息发布之际，也正值中国宣布到2030年
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逐步减少对燃煤发电的
依赖。这些新型三代核反应堆的部署应有助于习
近平主席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基本
相当的水平，但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政策长期稳
定、连贯，市场容量大，创新和执行速度快的优
势。

美国将很难在不伤害自身（和世界）利益的情况
下通过制裁达到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CK（凯利）：中美之间缺乏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但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情况会有所
好转，因为这可以帮助打开创新之门，使各方获
利。比尔·盖茨等业界领袖主张在核能和其他低碳
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数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困境证明了维持基
于化石的能源安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中国不
想在控制全球的油气资源方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
突，但是它仍然希望为其人民提供更好的经济福
利和清洁的水与空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应用
大部分可以实现本地化，因此受禁运或贸易争端
的影响较小。转向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是最合乎
逻辑的保障能源安全的政治决策。

YL（李燕妮）：在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创新能为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益处？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上来说有着怎样的领导力，中
美如何能够合力改善气候变化并共同领导全球创
造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

黄忠（HZ）：中国迅速启动可再生能源行业，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持续需要（
如三峡大坝发电项目）。同时它也发现了发展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积极影响，因此快速成为该领域
的主导者。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规模位居世界
第一。政府补贴不仅降低了中国应用太阳能的
成本，也降低了世界其他地区应用太阳能光伏的
成本。此外，五年前中国还很少提及绿色金融或
可持续金融。今年中国已经为大小银行设定了强
制性的绿色金融目标。这种积极的国内政策转变
最终将“溢出”到其他国家。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
全球气候危机转化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但
更重要的是，通过驱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将
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并帮助制定全球议
程。

我还相信，合作是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转
型等全球性关键问题的唯一可行之路。美国和中
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们不同的政
治制度和文化渊源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
在气候议程上的决定。

理性地看，中国和西方应该在气候变化方面广泛
合作：首先，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尤其是两个
最大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其次，与其他“
国家安全”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敏
感性较低。实际上，气候变化是超越任何“国家
安全”的“星球安全”问题。第三，全球投资者正在
分配更多的资金到气候变化领域。第四，消费者
和年轻一代越来越具有“气候意识”，企业也开始
将气候和可持续性问题纳入商业发展规划。聪明
的公司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巨大的商机。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难想象中国为什么不想
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实际上，它一直在
尝试通过“绿化一带一路”等倡议来向全球输出其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它的经济规模也可以通
过出口低成本的“绿色产品”使其他国家受益。尽
管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到2060年实现碳
中和的承诺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相信，这反
映出一个事实：即中国了解领导全球气候行动的
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机遇。

CK（凯利）：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低碳能
源转型极大地受益于中国优质廉价的太阳能电池
板。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降
低了太阳应用的成本，使美国的低碳能源转型更
具成本效益（我自己去年就在居住的康涅狄克州
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太阳能发电成本将
比电网更低）。

这是美国和中国如何共同努力以帮助彼此实现低
碳能源转型的一个例子。希望可以在拜登领导下
继续加速此类合作。由前国务卿克里等曾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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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领袖的来负责气候
变化和相关的外交合作，会有助于促成双赢局
面。

奥巴马政府错失了参与亚投行的机会。谁能不参
与某个国际组织，但仍然可以对它施加影响？我
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希望拜登不会重蹈覆辙，而
是转向寻求直接参与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
战，这将有可能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

YL (李燕妮）：在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的关系
有望进入“竞争并合作”的模式。这种情况下，气
候变化、环境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更多成为一
个竞争的焦点还是开展合作的领域 ? 气候问题在
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美国重塑全球领导力的重
心？这会如何影响到其关于中国的政策？

黄忠（HZ）：如今，中美两国在贸易、新冠疫
情、华为、南海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多少共识。甚
至连气候变化都不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几乎完全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议程中消失
了，这就排除了两国之间就此合作的可能。
 
但是，美国和中国不仅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
且还是最大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国。中美在
气候行动上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实
际上，中美合作是解决世界面临的气候危机的唯
一途径。Cary和我为此还撰写了《现代中国：通
过国际金融合作解决可持续性挑战》一书，希望
能有所启示。

就拜登政府而言，他准备将气候行动扩大到环保
部门之外，使之纳入从农业部到财政部的整个联
邦政府体系中。这是正面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了
美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正确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则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可以与欧
盟紧密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习近平主席宣布
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后，欧盟外长约瑟普·博
雷尔表示：“如果言行一致，中国要在2060年实
现碳中和的宣言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
式的转折点。 ”

不管美国在两党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何反
复，中欧都已经同意在这一领域广泛合作。美国
要想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就需要认真思考在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立场。

CK（凯利）：自我们可持续金融学院于2019年
1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可持续投资的未来》国
际论坛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可持续投资
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非常希望这种积极变化
能持续下去。拜登是一个愿意促成共识的人，而

且他也有压力去做对经济、气候变化和投资有利
的事情。近年来华尔街投资不断涌入中国，这也
为可持续投资创造了机会，我非常希望美中两国
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即使是在有争议
的领域，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地合作，通过建立良
好、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双方才有可能最
终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我们认为即使在技术、
人权和南海等争端领域，双方都有建立安全空间
(safe spaces) 的可能。

我不确定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尊重以及由此
产生的错误信息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有多深。但文
化总是自上往下渗透的。克里的任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2019年春季在我的一堂课上，他曾对
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表示愤怒。希望拜登至少在
气候变化方面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我相信这也是克里国务卿的期望。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实现气候合作。希望
美中两国结成伙伴，以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
低碳转型。这种积极的转型必将创造许多新的就
业机会，如果您是一名学生，也应该认真思考自
己可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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