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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碳俘获与群体依赖
———英国碳中和进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马昊原

　 　 内容提要:英国在碳中和议题上向来扮演着较为活跃的角色ꎬ力图占据该领域的领

导地位ꎮ 在诸多讨论气候变化的国际场合ꎬ英国频繁督促他国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措

施ꎬ并将自身作为行动标杆ꎮ 其行为背后的核心支撑在于主流叙事架构下的优良历史表

现ꎬ叠加繁复的话语修辞用以包装ꎮ 然而ꎬ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质疑英国及其他发达国家

的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ꎬ但对此进行系统分析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框架仍相对匮乏ꎮ 鉴

于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的核心属性ꎬ本文拟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为切入点ꎬ建立

一个旨在探究英国碳中和进展的分析框架ꎬ揭示其脱碳转型并非像宣传的那样顺利ꎬ而
是陷入层层泥淖ꎮ 基于这一认知ꎬ本文将进一步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分析中指出ꎬ碳俘

获与群体依赖现象正在阻碍英国碳中和进程的推进ꎬ并尝试从这一现象中挖掘有助于理

论发展的实证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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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争吵与指责向来是一些国家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常态ꎮ 其中既有“南方国家”督
促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吁ꎬ更充斥着发达国家责怪“南方国家”放纵高碳排放

行为的声音ꎮ 若抛开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不谈ꎬ近期发达国家为“制止”“南方国家”

排放过量温室气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答案是:话语上的督促与自我宣传ꎬ以及在行

动上创建众多排他性的单边气候规制ꎬ它们声称这些措施有助于限制“碳泄漏”(Ｃａｒ￣

ｂ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与激励他国脱碳ꎮ 而英国恰恰是这一行为群体的绝对活跃者ꎬ不仅频繁



表扬自己、谴责他人ꎬ①更踊跃地创制各种俱乐部类型的国际气候合作组织ꎬ并在其中

担任领导者ꎮ② 这一系列行动在拔高了英国国际形象的同时ꎬ更将相关注意力引至

“南方国家”与国际气候合作之上ꎬ默认其自身的碳中和目标正在顺利地达成ꎮ 与之

对应的是ꎬ学界也并未过多地关注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身碳中和的进程和状

态ꎬ将其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实”ꎻ而且更倾向于从宏观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与具体

的减排实践中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智识资源ꎮ

然而ꎬ事实并非如英国当局所宣传的一样无可置疑ꎮ 即使将民间环保组织对英国

脱碳进程质疑看作蓄意指摘ꎬ那么学界所释放的传统碳统计方法扭曲了英国真实排放

情况的声音至少也是事出有因ꎬ英国政府内部对“按时实现脱碳目标”的含糊其词则

将这一质疑进一步放大ꎮ③ 当“按时”已经难以成真的时候ꎬ“实现”是否仍在正常轨

道上? 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英国在碳中和领域的信誉与目前国际气候合作的从属关

系ꎬ更影响着学界的研究方向ꎮ 如果连科技最为发达、财政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都陷

身于碳排放的泥淖之中ꎬ该国又如何能领导发展中国家践行脱碳转型呢? 学界应审慎

对待相关研究前提ꎬ识别气候合作领导者与气候行动践行者之间的显著差别ꎮ 另外ꎬ

若英国确实难以应对碳中和所带来的挑战ꎬ其困境的形成逻辑则应当被观察和解析ꎮ

因为这既有助于他国规避相应问题ꎬ又能为审视其他发达国家的碳中和进程提供前瞻

性指引ꎮ 因此ꎬ本文将核心问题设定为:英国碳中和进程是否陷入困境? 若是ꎬ其呈现

出怎样的形成逻辑? 本文拟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探讨此问题ꎮ

究其原因ꎬ第一ꎬ因为碳中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ꎬ而且具有明显的国际政治意

涵ꎮ 它并非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事务ꎬ而是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

共同努力ꎮ 在同一片天空下ꎬ任何国家的责任缺失都可能使他国的努力付之一炬ꎮ 这

意味着任何国家脱碳行动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经济领域ꎬ而是直接关系到其

他国家的切身利益ꎬ因此ꎬ具有外交与国际政治属性ꎻ而该属性也会通过国际政经合

作、国际气候治理等方式反作用于国家的碳中和行动ꎬ对其落实起到推进或阻碍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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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这表明ꎬ国际政治经济变量及其影响应被纳入碳中和困境的综合分析之中ꎮ 第

二ꎬ“碳中和给经济活动施加了虽然影响各个层面ꎬ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的单一数量

限制ꎬ这是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ꎮ① 因此ꎬ单凭任何人为划分

的单一学科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信息ꎮ 这在碳中和的既有研究中

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ꎮ 而“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ＩＰＥ)自

身带有很强的包容性ꎬ它承认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ꎬ并以此跨越了社会、

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研究壁垒ꎮ 这恰恰与碳中和问题的特征不谋而合ꎬ因而能够帮助理

解与之有关的种种现象ꎮ② 第三ꎬＩＰＥ 得以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建了一个中间地

带ꎬ使得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理论、分析模式可以在其中自觉地结合在一起ꎬ并产出有效

且独特的观点ꎮ③ 也就是说ꎬＩＰＥ 的分析模式能够帮助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政治学

与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冲突ꎬ并汲取双方的优点ꎬ尝试寻求碳中和目标下的学科共识ꎮ

由此来看ꎬ针对碳中和的研究不能忽略国际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丰富智识资源ꎮ

然而ꎬ不同于国际气候治理这一宏观问题所引发的热议ꎬ作为微观实践路径的碳

中和尚未在 ＩＰＥ 的核心议题中占据一席之地ꎬ也鲜有用 ＩＰＥ 的概念探讨如何搭建一个

分析国家碳中和进程理论框架的文献ꎮ④ 但这并不代表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ꎮ

与之相反ꎬ早在 １９８８ 年ꎬ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就呼吁学界关注能源对世界

政治经济结构的塑造作用ꎬ⑤而能源恰恰是碳中和之下最为核心的子议题———清洁能

源转型ꎬ其已被广泛地看作达成碳中和的必要与核心条件ꎮ 另外ꎬＩＰＥ 所产生的国家

理论ꎬ可以帮助我们展望国家在碳中和目标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ꎮ 由此来看ꎬＩＰＥ 在

碳中和议题下背负着一定的“使命”ꎮ 为了试图填补碳中和在 ＩＰＥ 研究中的空白ꎬ也

为了客观有效地审视英国的碳中和进程ꎬ本文第二部分将从基本的生产概念出发ꎬ逐

步搭建一个用于检验国家碳中和进程的 ＩＰＥ 理论框架ꎬ并将之应用于对英国碳中和的

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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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产与碳中和研究

(一)生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属性

生产是人类历史生活的本质特征ꎮ 任何人想要生存ꎬ首先要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

需求ꎬ这是无可辩驳的铁律ꎮ 因此ꎬ个人必须从事生产活动ꎬ即制造、使用工具来塑造

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ꎮ 而社会科学在诞生之初的核心任务之一正是管理人类的日常

生产活动ꎬ并协调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冲突ꎮ 这足以反映生产在其中的核心地

位ꎮ 随着历史的推进ꎬ尽管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科学派着重强调生产对社会政治

经济结构的影响ꎬ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学界建立了生产更属于微观经济活动ꎬ

而不是政治社会因素的共识ꎮ① 至此ꎬ生产与 ＩＰＥ 尚未建立重要联系ꎮ

然而ꎬ学界对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福特主

义生产方式观点的挖掘ꎬ以及罗伯特Ｗ.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Ｗ.Ｃｏｘ)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生

产与世界秩序之间逻辑联系的尝试ꎬ宣告生产这一概念正式回归 ＩＰＥ 的研究领域ꎮ 生

产向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焦点ꎮ 作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ꎬ考克斯强调ꎬＩＰＥ

存在一种“以生产为出发点ꎬ研究生产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社会

关系ꎬ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ꎬ而这些社会力量则有可能构成国家和世界

秩序的权力基础”②的路径ꎮ 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深入探索生产与国际政治经济

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支撑ꎮ

此后ꎬ受到考克斯的启发ꎬＩＰＥ 学者都逐渐将生产纳入自身理论框架的范畴ꎮ 罗

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认为ꎬ当下的生产ꎬ即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全球分工ꎬ

“严重冲击了各民族经济”ꎬ③作为生产主体的跨国公司不仅产生了对当地社会文化的

影响ꎬ更是插足东道国的政治生活ꎮ 而母国干预跨国公司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尝试ꎬ以

及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三者间就此展开的互动ꎬ构成当下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内

容之一ꎮ④ 与之相似ꎬ斯特兰奇认为ꎬ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众多国际问题的根源ꎮ 但她

更加强调生产的权力属性ꎬ掌握先进生产方式的国家往往能在与他国的交往中占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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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优势的地位ꎮ① 尽管对生产的作用范围存在不同的看法ꎬ但不同的理论却一致认

为ꎬ生产不仅仅是经济生活中的概念ꎬ而且是 ＩＰＥ 理论大厦的基石ꎮ 本文在此基础之

上进一步强调ꎬ生产亦是理解碳中和问题的关键工具ꎮ

(二)碳中和议题的生产本源性

在 ＩＰＥ 发展初期ꎬ斯特兰奇划分了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种结构性权力ꎬ并将之

看作全球政治经济动态的决定性因素ꎬ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框架ꎮ 就国际

碳中和行动而言ꎬ其与四种结构性权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ꎬ例如ꎬ国际金融结构决

定着脱碳基础设施建设ꎻ知识结构框定了零碳科技的创新与扩散速度ꎮ 但是ꎬ生产结

构与碳中和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最为核心ꎬ因为两者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ꎮ 碳中

和缘起于全球变暖及其带来的恶劣后果ꎬ而全球变暖是当代生产结构所制造的一种负

外部性ꎮ 所以ꎬ碳中和与生产活动有着直接联系ꎬ生产脱碳化也是国际层面碳中和宏

大叙事的落实基础与关键条件ꎮ

除此之外ꎬ生产还通过对社会的形塑ꎬ使其与碳中和进程产生间接联系ꎮ 生产与

社会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众多 ＩＰＥ 学派的理论硬核ꎮ 作为最言简意赅的诠释ꎬ考克斯

认为ꎬ生产为“一切形式的社会存在”提供着物质给养ꎻ与此同时ꎬ不同的生产组织方

式还对社会类型产生决定性影响ꎮ② 在此基础之上ꎬ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分工结构是各

种类型的现代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ꎬ因为它前所未有地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生

产力与价值ꎬ以支持社会去达成曾经难以企及的目标ꎬ正是这些目标将“现代性”赋予

社会ꎮ③ 而碳排放———作为当代的必要生产条件———也因此悄然吸附在社会之上ꎬ在

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现代社会建构的基石ꎮ 此时ꎬ碳中和目标就与社会之间产生

了或多或少的紧张态势ꎮ 两者间的矛盾与演化是碳中和研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议题

领域ꎬ其走向又取决于现实生产及组织方式的变革ꎮ 如何创造崭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以

协调两者间的矛盾ꎬ是人类碳中和进程中亟须回应的问题ꎮ

最后ꎬ生产还塑造了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ꎮ 全球化时代下的生产结构从国内范

围扩展至国际范围ꎬ其所创造的国际生产结构建构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ꎮ 当碳

中和行动遭遇逆流的时候ꎬ应该去探查是否因为它的要求与既有的国际生产分工结构

存在冲突ꎬ进而威胁到国家的核心利益ꎬ激发出与目标背道而驰的阻力ꎮ 由此来看ꎬ生

产在碳中和议题中具备本源性ꎮ 以生产为出发点来建立一套适配的理论ꎬ以检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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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国家的脱碳进程是碳中和研究的必经之路ꎬ亦是本文的旨趣所在ꎮ

本文第三部分将从具体的生产出发ꎬ建构一个检验碳中和进程的理论框架ꎮ 在这

个框架中ꎬ首先呈现的是具体的社会生产所制造的社会脱碳困境ꎬ其原因在于社会是

主导生产结构得以运行和完成的最基础层次ꎬ也是脱碳转型的核心作用场域ꎮ 因而ꎬ

碳中和意味着社会层面供应侧与需求侧齐头并进的、面向绿色世界的深刻改革ꎮ 习近

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ꎬ将其表述为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

命ꎮ① 有学者频繁地将碳中和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类比为 ２１ 世纪的“大转型”ꎮ② 然

而ꎬ这场大转型面临来自供应侧与需求侧的双重阻碍ꎬ以及事实上的社会反向运动ꎮ

其区别在于这次的反向运动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毁灭ꎬ而是在碳俘获效应下抵抗变

革ꎮ

三　 生产视域下自发性脱碳困境与碳中和检验框架

碳中和是历史上罕见的将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全面冲击的一次挑战ꎬ不仅

需要社会的竭力配合ꎬ还需要国家的有效引导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ꎬ在社会、国家与

国际三个层面形成合力才能达到目标ꎮ 这同时也意味着ꎬ在碳中和的道路上遇到的各

种难题往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ꎮ 但在生产的视域下ꎬ这些难题并非彼此独立ꎬ而

是相互联系的ꎬ可以被构建成一个检验国家碳中和进程的框架ꎬ并且遵循从具体到抽

象的演变规律ꎮ

(一)“大转型”之艰:碳俘获下的内生阻力

在 ＩＰＥ 领域ꎬ“俘获”一词的主流解释是社会个体通过各种手段对公共管理者施

加影响ꎬ使其顺从自己的意志或从中攫取利益ꎮ③ 由于其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经济良

性发展产生恶性影响ꎬ国家俘获与政策俘获向来是政府与学者的关注重点ꎮ 与此相

似ꎬ脱碳转型也在起始阶段面临相近的俘获问题ꎬ阻碍了自身的进程ꎬ即“碳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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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① 但此种俘获行为的主体并不是个人或组织ꎬ而是作为现代生

产条件的碳排放ꎻ而被俘获的对象则是更为抽象的社会整体ꎮ 由于其俘获过程隐藏于

近两个世纪的生产力发展之下ꎬ且俘获行为的主体与对象不以物质事实的形式存在ꎬ

所以该过程更加隐蔽ꎮ 只有通过分析碳中和要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ꎬ来理解我们

的社会与“碳”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ꎬ才能进一步观察这一现象ꎮ

在社会供应侧ꎬ碳中和要求生产技术改革或改良ꎬ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ꎬ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ꎮ② 燃烧化石燃料或是进行化学转换会产生大量温

室气体ꎬ其中以二氧化碳为主ꎬ这是人类社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ꎮ 因此ꎬ低碳化乃至

“微碳化”③的总体要求意味着ꎬ供应侧必须改革那些基于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环节ꎬ

尤其是改变对石油与煤炭的依赖ꎬ并快速转向清洁能源ꎮ 但是ꎬ现存的社会生产结构

与低碳化的发展方向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ꎬ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是前者得以存在的基

础ꎮ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ꎬ以煤炭、石油及天然气为主的化石能源ꎬ既是现代生产过程中

各个环节得以运转的必要条件ꎬ也是很多产品的原材料ꎮ 从历时性角度来讲ꎬ自煤炭

驱动的蒸汽机问世起ꎬ到内燃机的发明对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ꎬ再到依赖石油的福特

主义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兴起ꎬ化石能源一直是这一系列演化的驱动条件ꎮ 它贯穿近两

百年的人类生产发展史ꎬ并成为现代化高效生产的基础ꎬ更与经济发展形成伴生关系ꎮ

因此ꎬ能源危机也是经济波动或衰退的代名词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碳排放首先成功地俘

获了社会的供应侧ꎬ也制造了与碳中和目标相对立的阻力ꎮ

尽管碳中和并不意味着要让人类社会的生产结构回退至工业革命之前ꎬ并摆脱现

代生产机械ꎬ但它要求社会供给侧用 ３０ 年到 ４０ 年的时间来寻找替代方式ꎬ全面消除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ꎮ 这就意味着对既有生产结构的深度改造ꎮ 从理论与历史经验的

角度来看ꎬ改造的过程往往是冲突与妥协的过程ꎮ 在现实中ꎬ碳中和与既有生产结构

产生了两个主要矛盾ꎮ

首先ꎬ碳中和会与既有生产结构中的多数生产群体产生矛盾ꎮ 从时间维度上看ꎬ

能源消费结构的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煤炭到石油的转变耗费了约一个世纪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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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俘获概念的传统翻译ꎬ碳俘获应译为“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ꎮ 但这与碳中和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碳
捕捉”的英文翻译相冲突ꎮ 为避免语义混淆ꎬ并且强调碳俘获一词的核心内容ꎬ本文将其译为“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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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研究ꎬ人类在既有的科技体系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完全零碳的生活ꎬ只能凭借提高“碳汇”的技
术来达到碳的净零排放ꎮ



然气的普及历程也与之类似ꎮ①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ꎬ能源转型往往意味着对旧

有生产资料的淘汰ꎬ例如ꎬ蒸汽机被内燃机设备所取代ꎮ 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难以缩

短ꎬ因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需要时间来获得与投资相对应的收益ꎬ在成本(至少部

分地)收回之后ꎬ才会愿意购置基于新能源的生产设备ꎮ 过去的转型并没有时间上的

约束ꎬ并且更新后的生产设备往往拥有更高的效率ꎬ有利于市场竞争ꎬ因此ꎬ没有引发

生产部门显著的损失和随之而来的抵抗ꎮ 相较之下ꎬ碳中和要求生产部门采纳改良的

生产机器ꎬ以及“碳捕集、利用、封存”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ꎬＣＣＵＳ)

设备ꎬ而且转型期非常短暂ꎮ 这意味着若坚决执行碳中和的指令ꎬ大量依赖传统能源

(如燃煤、燃油)的资产将会迅速搁浅ꎬ对拥有者造成惨重的损失ꎬ进而对国家经济系

统的稳健运行构成严重威胁ꎮ② 不止如此ꎬ目前适用于碳中和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并没

有带来明显的效率提升与边际利润改善ꎮ 这使得大多数生产部门及其建构的社会生

产结构ꎬ在无外部干预的情况下ꎬ必然会抵抗碳中和的推进ꎮ

其次ꎬ碳中和会激发与传统生产结构中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ꎮ 这种冲突在后

者掌握结构性权力的背景下ꎬ转变为对脱碳转型的阻力ꎬ尤其体现为跨国化石能源公

司在碳中和进程中的消极行为ꎮ 这些公司不但是经济生活中的“巨鳄”ꎬ更是凭借在

现有生产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获取了巨大政治权力的非政府性组织ꎮ③ 通过跨国资本

积累ꎬ这些公司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ꎬ而碳中和对传统能源的抵制ꎬ使两者

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ꎮ 此时ꎬ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权力就会被用于想方设法地抵抗

碳中和的推进ꎮ 以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为例ꎬ即使近年来绝大多数能源公司表达了对碳

中和的支持态度ꎬ并宣称要寻求清洁能源转型的机会ꎬ但相关研究表明ꎬ他们不过是在

掩饰自身维护传统能源地位的真实意图ꎬ因为后者更加有利可图ꎮ 杰西卡格林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Ｇｒｅｅｎ)指出ꎬ这些企业并没有尝试脱碳ꎬ相反ꎬ是在对冲政治风险、洗白自己ꎬ

甚至是抵制相关政策的出台ꎮ④ 例如ꎬ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和道

达尔五家石油和天然气寡头已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品牌宣传和游说方面花费了 １０ 亿

多美元ꎬ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在公布碳中和目标的主权国家的市场ꎬ并且减轻因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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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行动带来的利润损失ꎮ 与此同时ꎬ能源公司还将已经达成的、面向天然气的转

型包装成绿色转型的一部分ꎬ却只字不提背后的利润驱动、其对应的碳排放量ꎬ以及缺

乏进一步转型实践的现状ꎮ① 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ꎬ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与过去

一个世纪内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生产结构及其既得利益集团的目标相背离ꎮ② 后者

已经对碳中和的推进产生显著的阻力ꎮ

除了供给侧ꎬ碳排放对社会的俘获效应也作用于需求侧ꎬ决定了社会的消费结构

与碳中和的要求存在距离ꎮ 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商品的生产与供应塑造了对它的需

求ꎮ 依赖于传统能源的生产结构使得与之对应的社会消费结构也以此类能源产品为

核心ꎮ 现代人类高质量生活的基石之一是充裕且成本低廉的石油、天然气与煤炭ꎮ 以

汽油为主要燃料的私人汽车快速普及ꎬ不仅明显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ꎬ也使城市的

规模变大、城市向郊区的扩散成为可能ꎻ天然气与煤炭同样成为家家户户烹饪与取暖

的依赖ꎮ 而这只是传统能源渗透到居民生活的冰山一角ꎮ 事实上ꎬ几乎每个日常消费

品都与传统化石能源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ꎬ如塑料、玻璃制品等ꎮ 即使是表面上最为

“自然”的农作物ꎬ其培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肥料也产自相关能源的提炼过程ꎮ 对此ꎬ迪

佩什查克拉巴蒂(Ｄｉｐｅｓ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戏谑道ꎬ在“人类世”(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时代背景

下ꎬ人类所享受的“由自由构成的现代化大厦”必然是能源密集与高碳排放的ꎮ③

然而ꎬ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不是阻碍社会需求侧实现碳中和的最终原因(尽

管它很重要)ꎬ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ꎮ④ 正是人类的总需求在近二

百年间的极度扩张ꎬ使得供给侧必须想方设法地扩大生产才能满足它ꎬ因而产生越来

越多的碳排放ꎮ 这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

学框架下ꎬ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居民部门支出的平衡稳定与提高ꎬ所以ꎬ刺激需求是国

家经济的重中之重:“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ꎬ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

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ꎮ⑤ 这个成功运行近三个世纪的发展范式对人类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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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ꎬ但是与碳中和存在核心冲突ꎮ 因此ꎬ碳中和要求国家引导居民部

门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上进行转型ꎮ

图 １　 社会脱碳转型方向与对应的阻碍

对于每个居民来说ꎬ这意味着既有的、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生活标准在碳中和的要

求下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ꎮ 虽然碳中和并不要求彻底改变人类所有的生活习惯ꎬ但

是ꎬ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如使用大排放量汽车)必然要被逐渐抛弃ꎬ生活品质将会受

到一定的负面影响ꎮ① 这就引发了一个现实问题ꎬ即使国家做出了相关引导措施ꎬ但

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的时候ꎬ其内生动力却是匮乏的ꎮ 毕竟很少有人会愿意主动放弃

生活中的既得福祉ꎮ 从整体而言ꎬ每个社会都存在根植于结构中的规范与规则ꎬ具备

一定的弹性ꎮ 在转型的要求下ꎬ民众有时会违背国家的意志ꎬ并且对变革进行抵制ꎮ

除非使用强制性手段ꎬ否则社会需求侧改革开启容易ꎬ获得成效很难ꎮ 国家如何在这

个过程中协调与社会的辩证关系ꎬ统筹人民福祉与净零目标间的并发矛盾ꎬ以落实社

会需求侧的改革ꎬ亦是衡量国家脱碳进程是否顺利进行的客观标准ꎮ

２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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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ꎬ脱碳转型面临由碳俘获所制造的社会内生阻力ꎬ陷入与现行社会运行

难以两全的境地(见图 １)ꎮ 因此ꎬ这场“大转型”并非如政客所宣传的那样ꎬ可以在鲜

花与欢呼中顺利完成ꎬ反而面临许多切实的挑战ꎮ 这不仅解释了目前为何众多国家的

碳中和处于踌躇不前的状态ꎬ同时为检验碳中和实际进程提供了一个评判标准ꎬ即国

家是否在这些困境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ꎮ 如果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ꎬ国家能够在宏

观层面帮助调和碳中和所激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ꎬ则将赋予碳中和足够的实现动力ꎮ

相反ꎬ如果一个国家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ꎬ或是忽略满足社会上存在的关键要求ꎬ那么

它显然无法证明其正在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ꎮ

但是ꎬ来自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社会内生阻力不是碳中和面对的所有挑战ꎬ因为碳

俘获下的社会只是生产活动得以完成的基础ꎬ而非全部范畴ꎮ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ꎬ生

产更多地被置于全球领域ꎬ在形成国际生产结构的同时ꎬ亦将与碳排放之间千丝万缕

的联系擢升至国际层面ꎮ 这个过程涌现出许多与碳中和要求逆向而行的新内容和新

特征ꎬ从另一层面制约着国家的脱碳进程ꎮ

(二)国际碳生产结构与群体依赖

自工业革命以来ꎬ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接在一起ꎬ不仅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交

换活动ꎬ而且使生产活动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组织ꎬ从而形成了国际生产结构ꎮ

从过程上看ꎬ国际生产结构源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方式ꎬ并且对其他地区

和国家的生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ꎮ 其原理在于世界体系中的竞争性压力会促使成

员效仿前沿国家ꎬ想方设法提升本国的生产效率ꎮ① 在世界历史中ꎬ这一行为被冠上

了家喻户晓的名称“工业化”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生产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规定发生了根

本变化ꎮ 在化石燃料与活塞机械的帮助下ꎬ劳动力、资本、货物等生产要素可以高速且

自由地流动ꎬ从而允许特定商品的生产在满足时限要求的同时ꎬ在尽可能大的地域内

组织ꎬ极大地提升了分工效率ꎮ 这是前工业革命时期前所未有的现象ꎮ 然而ꎬ这也埋

下了与碳中和对立的种子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从经

验上证明ꎬ工业化与碳排放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大抵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ꎮ 碳排放

的阴影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下从特定国家逐渐扩散至全球ꎬ社会碳生产结构被再现为国

际碳生产结构ꎮ 这个过程不是社会层面脱碳阻碍的简单加总ꎬ而是涌现出众多新的问

题ꎬ需要国家加以协调和解决ꎮ

首先ꎬ国际碳生产结构本身就意味着碳排放对人类世界的进一步渗透ꎮ 在当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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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与货物的跨国流转不仅是国际分工阶段的核心特征ꎬ更是生产全球化得以维持

的首要条件ꎮ 无论是橡胶或芯片的跨海运输ꎬ还是技术工人的国际交流ꎬ其完成的前

提都是存在合适的载具ꎬ使其漂洋过海抵达目的地ꎮ 即使是最为抽象的货币商品ꎬ也

有本体与价值物离岸运输的需求ꎮ 这是国内生产环节的国际延续ꎮ 而这些过程的完

成都建立在海量碳排放的基础之上ꎬ并成为人类不可忽视的温室气体来源ꎮ 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统计ꎬ每年都有 ２０％－３０％的碳排放来自商品的

生产与进出口环节ꎮ① 国际能源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也指出ꎬ２０２１ 年全球

有 ３７％的碳排放来自运输环节ꎬ其中仅国际船运就占碳排放总量的 ２％ꎮ② 由此看来ꎬ

在成为社会层面的生产条件之后ꎬ碳排放又担当着国际生产的组织条件ꎮ 如果没有高

碳排放的运输作为支撑ꎬ国际分工很难以如此庞大的规模维持ꎮ 这不仅折射出国际生

产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密切关系ꎬ更彰显了国家在其中的能动者角色ꎮ 一方面ꎬ作为

国际碳生产结构的主权基础ꎬ国家有推动运输领域进行低碳化创新变革的责任ꎬ因为

这也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维持国民经济可持续运行与不断融入生产全球化的前提ꎻ另一

方面ꎬ如果某个国家对这一部分的脱碳进程无能为力ꎬ或者并不重视运输技术的清洁

化ꎬ那么其碳中和进程必将难以持续ꎮ

在成为国际生产组织条件的基础上ꎬ碳排放最终与国际生产结构的另一核心要

素———跨国资本形成耦合ꎮ③ 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ꎬ跨国资本及其麾下的公司是最

为重要的行为体ꎮ 通过转移定价、跨国并购等方式ꎬ跨国公司可以综合不同地区的资

源禀赋ꎬ服务于竞争性积累的资本总逻辑ꎬ同时加强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ꎬ对世界政

治的稳定起到推动作用ꎮ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ꎬ多数跨国公司受到当局监管或受到企

业社会责任的推动ꎬ陆续做出净零排放的承诺ꎬ并尝试控制其全球供应链的“碳足迹”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④ꎮ 例如ꎬ壳牌公司已经制定了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ꎬ

这势必推动其在东道国的分公司与产业链下游企业付出脱碳努力ꎮ⑤ 但从目前看ꎬ其

效果并不明显ꎬ甚至出现逆向而行的现象ꎮ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指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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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ｅｆ Ｎｏ.４: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ｅ / ｎｅｗｓ２１＿ｅ / ｃｌｉｍ＿０３ｎｏｖ２１－４＿ｅ.ｐｄ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Ｆｕｅｌ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ＩＥ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ｏｒｇ / ｆｕｅｌ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ꎻ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ｏｐｉｃｓꎬ” ＩＥ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 / ｔｏｐｉ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跨国资本并不以加大碳排放为经营目的ꎬ而是受到碳俘获现实的约束ꎬ在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中不得不排
放更多的温室气体ꎮ 当碳中和的要求出现时ꎬ才产生了一定的矛盾ꎮ 因此ꎬ将跨国资本与碳排放间的关系称为
“耦合”更加妥当ꎮ

指某个个体、组织或活动在特定时间段内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总量ꎮ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 Ｓｈｅｌｌ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ｈｅｌｌ.ｃｏｍ / ｐ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ｎｅｔ－ｚｅ￣

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目前多数跨国公司(包括上述壳牌公司)仍从传统高碳排放行业中攫取超额利润ꎬ并

逐渐削减气候治理方面的投资ꎮ① 正如上文所述ꎬ主要是因为碳俘获现象决定了碳中

和将引起公司资产减记与投资损失ꎻ清洁转型领域的投资也存在回报周期长、回报率

不稳定的情况ꎮ 在主流的股份所有制的制度之下ꎬ满足这些绿色标准必然引起决策者

与其背后投资人的反对ꎮ 因此ꎬ跨国资本依旧难以摆脱高碳排放的纠缠ꎮ 在目前的国

际政治经济结构中ꎬ最终会对国家的脱碳转型产生负面影响ꎮ 其原因在于国家的群体

依赖现象:由于跨国资本在国民经济运行框架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ꎬ使得国家或

多或少地依赖于跨国资本ꎬ并受其制约ꎮ

其次ꎬ对所有国家而言ꎬ增长与发展是毋庸置疑却又无法自动实现的目标ꎮ 在任

何时期ꎬ国家都要仰仗特定的生产群体来支撑国民经济ꎮ 在前全球化时期ꎬ这一群体

以农业生产者为主ꎮ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ꎬ跨国资本逐渐步入舞台的中央ꎬ并成为国民

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生产全球化的主要组织者为跨国资本ꎬ国家的发展难以脱离

与跨国资本的合作ꎮ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跨国资本在东道国累计雇用员工超过八千万人ꎬ

并产生超过两万亿美元的收入ꎮ② 仅仅是税收一项ꎬ就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

容小觑的贡献ꎬ更不用说通过传播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生产率上升、价值链融入窗口

增多与长期固定投资增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这为东道国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交流

机会ꎬ因而ꎬ被广泛地看作连接国家与世界的窗口ꎮ 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这些益处也赋

予了其在东道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ꎮ 一方面ꎬ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处理与跨国公

司的关系视作政治生活的一大重心:“在这种全球统治秩序下ꎬ民族国家的政府功能

被改造了政府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ꎻ③另一方面ꎬ无论是资本

的东道国还是母国都较为重视跨国公司的意见ꎬ现实中也经常出现跨国公司以撤资、

游说等手段来影响东道国政策的情况ꎬ有时甚至加以威胁ꎮ 尽管东道国与跨国公司间

的影响并非单向的ꎬ东道国政府也发挥能动性以应对跨国资本的“驯化”ꎬ但国家依赖

跨国公司这一群体的倾向不容忽视ꎮ

因此ꎬ在碳中和进程中ꎬ跨国资本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让每个国家都面临类

似于“二律背反”④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由于国际政治结构存在竞争压力与碳俘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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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ｔｄｒ２０２２ꎻ摘要参见«贸发会议:在全
球危机中ꎬ气候投资减少»ꎬ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１１１８４２ꎮ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５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ｗｉｒ２０２２＿ｅｎ.ｐｄｆ.

李滨、陈光:«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２０－１４４、
１５９－１６０ 页ꎮ

指当两个原则或规则彼此矛盾ꎬ无法同时被遵守时产生的冲突ꎮ



实ꎬ若国家以不容回旋的方式推行碳中和ꎬ将会损害跨国公司的短期利益ꎬ将其逐渐推

向自己的对立面ꎬ最终对国民经济乃至国家生存产生威胁ꎮ 就国家而言ꎬ其恶劣程度

要远高于碳中和目标的无法达成ꎮ 另一方面ꎬ若国家毫无作为ꎬ则无法实现净零的气

候目标ꎬ使本国与人类的未来面临至暗时刻ꎮ 这使得国家陷入两难境地ꎮ 因此ꎬ能否

有效协调跨国公司群体与实现碳中和之间的冲突ꎬ创造前者与高碳排放生产方式脱耦

的机会窗口ꎬ从而与跨国资本组织建立面向碳中和目标的“致胜联盟”(Ｗ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

ｔｉｏｎ)ꎬ就成为所有国家实现碳中和的关键ꎬ也是衡量国家碳中和进程的另一重要指

标ꎮ 而这在根本上取决于ꎬ国家是否能够在社会供给侧推动能源转型与生产技艺改

良ꎬ为跨国资本的本地公司提供绿色转型的基础设施与可能的解决方案ꎮ

就生产而言ꎬ国家的碳中和目标不仅面临来自社会层面的阻碍ꎬ也与国际层面的

生产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摩擦ꎬ最终对位于社会—国际交界处的国家构成上下两个

层面的挑战(见图２)ꎮ从表面上看ꎬ这“挤压”甚至“磨灭”了国家实现碳中和的行为

图 ２　 国家实现碳中和的阻碍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空间ꎮ 但在事实上ꎬ国家并不必然会完全服从这两种结构性压力ꎮ ＩＰＥ 的国家理论认

为ꎬ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ꎬ以抵抗社会的俘获尝试ꎻ当收到由国际结构发出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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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时ꎬ国家能发挥特定的施动性以改造或抗拒它的要求ꎮ① 在碳中和领域ꎬ这意味着

能否消除来自生产、碳俘获与群体依赖的阻碍ꎬ是检验国家是否有效推进脱碳转型的

客观标准ꎬ亦是理解国家陷入碳中和悖论原因的核心所在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制定一个

以生产为核心的多层次的检验表格ꎬ以此来检视英国的碳中和进程(见表 １)ꎮ

表 １　 检验国家脱碳进程的不同层次与标准

　 　 　 　 　 评判标准

次项标准　 　
首项标准 分析层次

社会供给侧 清洁能源转型 生产工艺改良

社会需求侧 倡导绿色消费 转变生活习惯

国际生产结构 低碳国际运输 跨国公司转型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四　 英国碳中和进程的评估与检视

虽是国土狭小的岛国ꎬ英国却孕育了近代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场运动:工业革命ꎮ

对世界而言ꎬ它带来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ꎬ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冲击ꎬ“一切等

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ꎮ② 以机器、大工厂为主的现代生产及组织方式在

这个过程中逐渐扩散至全世界ꎮ 这也使得碳排放变成商品生产与流通的最基础条件ꎬ

埋下了当前气候异常的种子ꎮ 而对英国而言ꎬ正是化石能源驱动的机器所创造的先进

生产力助力其一度跃居世界霸主的地位ꎬ至今仍有遗泽ꎮ 这未免让人联想到其经济结

构与高碳排放之间的密切关系ꎬ并思考这种关系是否会延续至今ꎬ并建构碳中和困境ꎮ

由此来看ꎬ尽管“国家例外论”已逐渐失去学术合法性ꎬ但英国确实占据着气候变化议

题的核心位置ꎬ值得深入研究ꎮ 其近年来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实践ꎬ更是吸引了外界

对其自身脱碳进展的关注ꎮ 因此ꎬ本部分将运用上文以生产为基础的研究框架ꎬ对英

国脱碳进程的现状进行判断与解析ꎮ

(一)官方话语下英国脱碳转型的进展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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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ｉｃｏｌａ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８２－１１５ꎻ通过国家理论分析碳中和的文献可参见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Ｐｅａｒｓｅꎬ “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Ｓｐａｃｅꎬ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２６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９５１－
９６３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 卷)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４０３ 页ꎮ



尽管英国的繁荣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ꎬ但官方的宣传将其定位为全球碳中和行

动的先行者与领导者:“英国是第一个引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目标的国家ꎬ也是 Ｇ２０

中第一个设定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ꎻ①“我们已经向世界展示了绿色与增长可以齐头并

进ꎬ因此ꎬ其他国家已经在效仿我们ꎬ制定了自己的净零目标”ꎮ② 在设定转型的目标上ꎬ

英国政府计划于 ２０３５ 年(较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７８％的温室气体排放ꎬ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温室气

体的净零排放ꎮ 这个目标已经作为国家自主贡献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

ＦＣＣＣ)秘书处ꎮ 从这方面来讲ꎬ英国的确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列ꎮ

为了证明本国正在成功地推进脱碳转型ꎬ并有能力实现目标ꎬ英国政府着重强调

该领域的既得成果ꎬ并且公开了完整的碳中和行动计划ꎮ

在减排进展方面ꎬ英国统计其 ２０２１ 年基于领土的排放量约为 ４２４.５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ꎬ较 １９９０ 年的基准水平下降了 ４７.３％ꎬ③不足当年全球总排放量的 １％ꎮ 英

国政府借此宣称ꎬ当前的减排进展符合其对应计划———“碳预算”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的

预设轨迹ꎮ④ 通过将当下进展与碳预算制度的设定目标相联系ꎬ当局向公众展示了脱

碳进程正在顺利运行ꎬ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景象ꎮ

在未来计划方面ꎬ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与负责应对气候变化

的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在 ２０２０ 年制定了一套以«绿色工业革命的十点计划»(Ｔｈｅ

Ｔｅｎ Ｐｏｉ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简称«十点计划»)为核心、以«净零战

略:重建绿色»(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Ｇｒｅｅｎｅｒꎬ简称“净零战略”)为具体指导的

行动框架ꎮ 这套政策组合的核心在于三个层次各异但相互联系的方法路径:以市场途

径为顶层设计ꎬ以企业合作为递送工具ꎬ以及将科技创新看作落实基础ꎮ

市场手段向来是英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核心ꎬ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ꎮ 这与其“自

由市场经济体”(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ＬＭＥ)的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ꎮ 在脱碳转

型过程中ꎬ市场途径的核心工具是“碳定价”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与“碳排放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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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预算是支撑英国碳中和计划的核心制度之一ꎮ 它以五年为一个周期ꎬ在按时完成净零目标的原则下ꎬ
规划未来每个周期的本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ꎬ从而使得英国的脱碳进程具有更多的计划性与可预见性ꎮ



(ＵＫ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ꎬＵＫＥＴＳ)ꎮ 两者相互支持、互为补充ꎮ 碳定价意味着国

家为碳排放设定一个价格ꎬ并向生产者征收相应的费用ꎬ从而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全球变暖)部分地内化为生产成本ꎮ 碳排放交易系统属于一项总量上管制ꎬ但额度

可交易的市场化制度ꎬ与碳价一并建立在碳预算的基础之上ꎮ① 根据当前碳预算的规

定ꎬ每个行业及下属企业都拥有特定的年度碳排放额ꎮ 若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排放的温

室气体超过上限ꎬ则需要参与直接拍卖或在 ＵＫＥＴＳ 中向额度盈余的企业购买相应的

排放额度ꎬ所支付的价格即碳价ꎮ 随着每一次碳预算所划定的排放量上限及生产者碳

排放额度的逐年下降ꎬ碳价格将不断上涨ꎮ 当局认为ꎬ这将产生有利于推进脱碳进程

的价格信号ꎬ驱动各行业寻找最具效率的脱碳方法ꎮ② 除此之外ꎬ碳市场还被看作金

融资源能够充分流向脱碳领域的前提条件ꎮ 英国政府表示ꎬ将通过市场工具来引导更

多的资金投向脱碳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及技术创新ꎮ③

企业合作的重点在于引导企业接受碳中和、了解碳定价机制ꎬ防止其在碳中和进

程中受到致命性冲击ꎮ 从宏观经济视角来看ꎬ作为构成经济活动微观基础的企业ꎬ不

仅是碳中和的推进主体ꎬ更是社会生产、生活平稳运行的基石ꎮ 因此ꎬ政府的任务实际

上是在推动脱碳转型的同时ꎬ维持国民经济稳定运转ꎬ并且促进就业ꎮ④ 这让英国当

局选择站在企业的一边ꎬ向其提供转型资助ꎬ并将最前沿的减排科技传送给经营主体ꎬ

帮助推进脱碳进程ꎬ以此来保护生产者ꎬ并寻求为企业带来利益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

英国政府将科技创新ꎬ尤其是发展低碳可再生能源(核能、太阳能)与 ＣＣＵＳ 技术ꎬ作为

碳中和的最终落实基础ꎮ 因为其所带来的是温和的、增量式的转型ꎬ不会导致大量的

高排放企业因此破产ꎮ⑤ 为此ꎬ英国政府颁布了三种配套政策ꎮ 首先ꎬ最重要的是扩

大资金支持:至 ２０２７ 年ꎬ政府对碳中和相关科研的资助将上升至 ＧＤＰ 的 ２.４％ꎮ⑥ 其

次ꎬ在研究方向上ꎬ当局在«净零研究与创新框架»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中列出了短期内亟须突破的技术与挑战ꎬ并提出在不同时间范围内应当给

予优先关注的事项ꎬ以此来指引科技创新响应碳中和的实际需求ꎮ 再次ꎬ英国政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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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将成立高度自主的政府机构ꎬ即前沿研究与发明局ꎬ来资助那些拥有潜力ꎬ但花费较

高的科研项目ꎮ①

在既有减排成果与未来脱碳计划的支撑下ꎬ英国政府自信地宣称其正在切实推进

碳中和进程ꎬ并且能够成为“绿色工业革命的策源地”ꎮ② 其国家领导人更是认为ꎬ这

个拥有高碳排放历史的国度“将释放资本主义独特的创造力来推动创新ꎬ从而降低绿

色环保的成本ꎬ使碳中和成为人类、工业、英国和地球的共赢”ꎮ③ 如此看来ꎬ英国仿佛

成功逃离了社会与国际层面结构性阻力的窠臼ꎬ并运用手上资源成为气候零碳竞赛的

优胜者ꎮ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具有官方背景的气候变化委员会(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在 ２０２２ 年出具的调查报告中敲响了警钟:英国碳中和的“实际进展落后于政策

雄心必须更加重视和关注落实上的问题ꎮ 这对于让英国的气候雄心变得可信而

言极为重要”ꎮ④ 由此看ꎬ现实状况更加复杂ꎬ需要我们找寻既有成果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ꎬ对英国的脱碳转型展开更为详细的分析ꎮ

(二)英国碳中和进展的数据统计

数据不仅是帮助当局叙述现状的工具ꎬ更是指引我们发现问题的透镜ꎮ 按照传统

的统计方法ꎬ英国的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ꎬ由此可见其碳中和进程的推进效

率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脱碳进程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成功ꎮ 仅从统计方法的角度来看ꎬ

就有三个有失公允的问题ꎮ

第一ꎬ英国政府使用的统计标准是基于领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ꎮ 发达国家将高排

放企业外迁至“全球南方国家”ꎬ然后将产品进口回国消费ꎬ这一过程产生了“碳泄漏”

(或称“水床效应”)ꎬ它所带来的国内排放量数据的下降ꎬ不能被看作其脱碳转型的成

果ꎮ 英国亦是如此ꎬ其基于领土与基于消费的温室气体排量之间出现了显著差距:仅

仅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方面ꎬ两种统计口径在 ２０２０ 年的差额就达到 １３８ 百万吨(见图

３)ꎮ 由此可见ꎬ其官方的数据过于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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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英国不同统计口径下年碳排放量与差值

资料来源:图由作者根据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数据自制ꎮ

第二ꎬ英国当局在数据描述方面倾向于强调总量而忽视均量ꎮ 英国政府反复宣传(基
于领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不足全世界的 １％ꎮ 但这个数据是建立在英国人口基数少且

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前提之下ꎮ 如果将统计口径切换至人均碳排放量ꎬ那么即使是

在基于领土的碳排放统计口径下ꎬ英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ꎮ

第三ꎬ英国政府将以往由煤炭转向天然气所带来的碳排放自然下降ꎬ包装为主动

减排的成果ꎬ并视作其未来脱碳能力的证明ꎬ却忽略了过往历程与未来转型之间的本

质区别ꎮ 天然气的综合成本与比较成本日趋下降是驱动英国生产者(尤其是电力行

业)使用天然气的最主要原因ꎬ而日渐式微的英国煤炭行业已无力施展政治影响以抗

拒这一进展ꎮ 因此ꎬ在政府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ꎬ面向天然气的转型就在自由

市场与价格信号的助力下自然完成了ꎮ 其中的副产品之一就是碳排放量的显著下

降ꎮ① 但天然气既不是真正的清洁能源ꎬ亦不是供给侧能源转型的终点ꎮ 当应对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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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然气每百万英热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１１７ 磅ꎬ而煤炭在 ２０５－ ２０９ 磅之间ꎮ 参见 ＭＥＴ Ｇｒｏｕ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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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最终目标为净零排放之时ꎬ政府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以天然气、石油为主的传统

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所带来的生产资料搁浅与价格挑战ꎮ 但英国政府的计划书中

鲜有提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ꎬ清洁能源在过去 ３０ 年来并未成为消费主流趋势ꎮ① 这

不免让人生疑ꎮ

除了统计口径所掩盖的部分挑战ꎬ英国交通行业的碳排放量走势亦能有效折射出

国内碳中和面对的问题ꎮ 交通行业一直在英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占据较高比重ꎬ因

而ꎬ其交通行业的脱碳进展举足轻重ꎮ 而且ꎬ交通行业的低碳化是所有国家脱碳转型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ꎬ电动汽车普及、公共交通推广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能归类为

能源转型的关键抓手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数量还是占比ꎬ交通行

业的数据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态势ꎬ甚至在 ２０１９ 年(官方有效统计的最后一年)成为

英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来源ꎮ② 这说明英国在过去并未有效推行交通领域的脱

碳转型ꎬ反而使其排放量居高不下ꎮ

图 ４　 英国交通行业碳排放量(以年计)

资料来源:图由作者根据 Ｈ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数据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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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英国减排路径的可行性也存疑ꎮ 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在 ２０２２ 年出具的调

查报告指出ꎬ有近 ６２％的政府计划内的减排量存在落实风险ꎬ其中 ３３％因缺乏行动条

件存在严重风险ꎬ甚至有 ５％的部分减排量在政府计划中未被提及ꎮ 这些数据统统指

向一个事实ꎬ即英国的官方宣传或许没有完全传达其碳中和进展的真实情况ꎮ 问题的

一角因此被掀开ꎮ 然而ꎬ我们无法仅凭数据就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ꎬ此时需要一

个成熟、有效的理论框架加以辅助说明ꎮ 因此ꎬ本文将回归生产、碳俘获与群体依赖的

理论ꎬ结合当局的有关政策与上文的理论框架ꎬ对英国碳中和进程进行充分检视ꎮ

(三)生产视域下的英国碳中和进展

１.清洁能源转型与生产技艺改良

在碳中和领域ꎬ能源转型是最为关键的条件ꎬ因而是审视英国碳中和行动的首要

指标ꎮ 在过去 ３０ 年间ꎬ尤其是自 ２００８ 年«气候变化法案»出台以来ꎬ污染最为严重的

煤炭消费比重显著下降(见图 ５)ꎮ 这是英国能源转型中成功的部分ꎬ其原因在上文已

有讨论ꎮ然而ꎬ可再生能源并没有借此机会填补煤炭的空白ꎬ反而造成替代性的化石

图 ５　 英国能源消费趋势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图由作者根据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数据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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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天然气份额显著上升ꎮ 时至今日ꎬ综合性的可再生清洁能源①仍未在消费结构

中占据主导地位ꎬ反而显著低于石油或天然气单项消耗量ꎬ甚至在近两年出现下降的趋

势ꎮ 这反映了传统化石能源依然在英国社会日常运作中占据支配性地位ꎮ 雪上加霜的

是ꎬ英国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宣布将征收新能源的利润税ꎬ同时对投资于油气开采的公司

实行高达 ９０％的税收减免ꎬ以激励相关商业活动ꎮ② 在英国当局以市场为核心的转型路

径下ꎬ这将进一步削弱清洁能源的行业竞争力ꎬ对其推广普及带来负面影响ꎮ

另外ꎬ储能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也能有效反映英国清洁能源转型的实际状

况ꎮ 因为除了核能ꎬ③其他可再生能源都无法避免产能间歇性与波动性的缺陷ꎮ 而电

池储能、抽水蓄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便成为平抑波峰、波谷的必要工具ꎮ 但该方面的

投资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ꎬ因而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或通过补贴作为助力ꎮ 例如ꎬ

目前主流储能工具———锂离子电池的成本大约为 １５０—２００ 美元 /千瓦时ꎬ④民用部分

则更加昂贵ꎮ 从规模经济规律来看ꎬ储能技术与基建方面的快速发展ꎬ将会在未来较

长的时间内加速清洁能源的普及ꎬ弥补过往的不足ꎻ反之亦然ꎮ 就英国而言ꎬ官方认识

到储能的重要性ꎬ将其发展列入«十点计划»之内ꎬ并承诺提供 ６８００ 万英镑资金用于

资助相关技术的发展ꎬ⑤但其成效却差强人意ꎮ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ＩＲＥＮＡ)的

统计ꎬ２０２２ 年英国的储能总规模约为 ５２ＧＷꎬ居世界第 １３ 位ꎬ远低于经济体量相似的

德国和法国ꎮ⑥ 与既有规模及其反映出的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对应ꎬ英国当局还面临政

策迟滞的挑战ꎮ 尽管缺乏量化证据ꎬ但是气候变化委员会通过实地走访与对话ꎬ发现

政府在储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上存在显著风险ꎮ⑦ 这些证据表明ꎬ英国在过去并未有

效推进清洁能源转型ꎬ反而加重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ꎮ

在社会供给侧改革的另一面———生产技艺改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ꎮ 除了尚未

开展相关数据的统计与监管之外ꎬ英国政府曾经大力宣传的、用于协助私人部门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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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的 ２.５ 亿英镑专项资金也未投入使用ꎮ① 此外ꎬ与许多类似的发达经济体

(美国、德国和法国)相比ꎬ英国政府在支持经营者绿色转型方面的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

例向来处于低位ꎮ 在清洁技术对边际利润的改善程度不足以有效激励经营者主动应

用的前提下ꎬ政府引导资金的缺位ꎬ事实上折射出整体进程的踌躇不前ꎮ 由碳中和要

求带来的“资产搁浅”(Ａｓｓｅｔ Ｓｔｒａｎｄｉｎｇ)②威胁仍然遏制着供给侧的绿色变革ꎬ英国并

未跨越这一难题ꎮ 在生产技艺改良方法上ꎬＣＣＵＳ 技术仅得到当局在言辞上的重视ꎬ

虽被置于供给侧脱碳转型的核心ꎬ但其普及情况远远低于预期ꎮ ２０１９ 年ꎬ监督部门对

英国 ＣＣＵＳ 技术的应用情况提出质疑ꎬ政府对此承诺ꎬ将在未来的行动中加大推广力

度ꎮ③ 然而ꎬ到目前为止ꎬ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ꎮ 气候变化委员会指出:“在主要分配

给制造业和建筑业(ＣＣＵＳ 的主要应用场域)的 １５ 项部门建议中ꎬ没有一项完全落实ꎬ

其中的 ８ 项仍处于落实过程ꎬ４ 项尚未开始行动ꎬ其余建议甚至找不到相关规划ꎮ”④

综合各方面能源转型的进展ꎬ可以看出ꎬ英国社会供给侧的“碳俘获”现象显著ꎬ其生

产活动依旧与碳排放紧密相关ꎮ

２.倡导绿色消费与改变生活习惯

受社会供给侧脱碳困境的限制ꎬ社会需求侧也面临相似的ꎬ甚至更大的挑战ꎮ 英

国政府并没有在实践中有效激励社会群众参与脱碳转型ꎮ 它承认ꎬ社会群众的配合是

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条件ꎬ⑤但这一认知并没有被广泛地付诸实践ꎮ 格兰瑟姆气候变

化研究中心(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指出ꎬ

主管气候变化的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ꎬ乃至英国政府ꎬ都没有就激励公众参与脱碳

转型做出具体部署ꎬ仅仅用了极少的篇幅来陈述政府能为民众的低碳生活做到什

么ꎬ⑥事实上排除了动员群众这一成本更低、成效更显著的减排做法ꎮ 政府在转型阶

５４１　 生产、碳俘获与群体依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ｍｅｅｔ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Ｋ ｉｓ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ｌｅａｎ Ｓｔｅｅｌ Ｒａｃｅꎬ”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ｉｕ.ｎｅｔ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ｒｅｐｏｒｔ－ｕｋ－ｉｓ－ ｆａｌｌ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ｃｌｅａｎ－
ｓｔｅｅｌ－ｒａｃｅ.

通常指一项资产无法出售或难以变现ꎬ因为市场对该资产的需求低于预期或根本没有需求ꎮ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ꎬ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ꎬ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ＣＵ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ＵＫ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Ａ￣

ｐｒｉｌ ２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ｗｏｒｋ / ６２６５ / 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ｃｕｓ－ｉｎｑｕｉｒｙ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２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ｐ.２３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Ｇｒｅｅｎｅｒꎬ” ｐ.２７３.
Ｒｏｂ Ｍａｃｑｕａｒｉｅ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ｓ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ｔꎬ”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ｓｅ.ａｃ.ｕｋ /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ｎ－ｔｈｅ－ｕｋｓ－ｎｅｔ－ｚｅｒ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ｕｓｔ－ｗｏｒｋ－ｏｕｔ－ｈｏｗ－ｔｏ－
ｂｒ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ｉｔ / ꎻ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Ｋ Ｒｉｓｋ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Ｎｅｔ－ｚｅｒｏ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ꎬ” ＥＤＩ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ｄｉｅ.ｎｅ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ｕｋ－ｒｉｓｋｓ－ｍｉｓｓｉｎｇ－ｎｅｔ－ｚｅｒｏ－ｄｕｅ－ｔｏ－ｐｏｏｒ－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 .



段需要利用税收优惠等手段ꎬ激励消费者选择并依赖环境友好产品ꎮ 尽管英国以市场

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路径ꎬ在理论上能够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公众选择更加绿色的消

费产品ꎬ但这是建立在绿色市场制度建设完善的前提条件之下ꎮ 迄今为止ꎬ英国的市

场现状离符合脱碳要求的成熟状态仍有距离ꎮ① 这导致民众不为绿色消费模式埋单ꎬ

甚至出现了不信任该模式的消费者群体ꎮ 根据德勤英国(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ＵＫ)在新冠疫情前

的调研ꎬ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拒绝购买绿色消费产品ꎬ并表示对其不感兴趣ꎻ４２％的受访

者认为ꎬ绿色消费模式并不会改善全球变暖的趋势ꎮ② 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的数据显示ꎬ只有

３４.４％的消费者会将绿色产品纳入日常选择范围ꎬ远低于发展程度相近的德国ꎮ③ 这

就解释了为何英国基于消费的碳排放降速明显低于基于本土生产的碳排放降速ꎬ即相

关领域的政策匮乏ꎮ

此外ꎬ英国社会固有的传统观念与公序良俗ꎬ也没有与脱碳转型要求同向而行ꎬ使

得生活习惯的脱碳化更加困难ꎮ 不同于欧陆地区ꎬ英国社会抵御全球变暖的意识较为

淡薄ꎮ 尽管这种浮于社会之上的观念与习惯难以用数字准确量化ꎬ但从上述英国的消

费者倾向中可见一斑ꎮ 社会学研究也能从定性的角度反映这一事实ꎮ 弗兰克吉尔

斯(Ｆｒａｎｋ Ｗ.Ｇｅｅｌｓ)等人从多层次方法出发ꎬ论证英国的环境自工业革命以来ꎬ一直处

于较为恶劣的状态ꎬ伦敦更是以“雾都”闻名ꎮ 这种特点让英国群众对全球变暖带来

的环境变化并不敏感ꎬ不利于正确认识气候恶化的严重危害ꎮ④ 另外ꎬ诸多生活习惯

也能够体现英国社会观念与碳中和背道而驰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行工具的选择ꎮ 英

国是人均汽车保有量前十的国家ꎬ私家车在其日常生活与通勤中占据支配性地位ꎬ而

更加环保的电动汽车在其中占比不超过 ３％ꎮ 因此ꎬ汽车一直是英国最大的温室气体

排放来源ꎮ⑤ 这种长时间积累下的生活、消费习惯使得民众本身对诸多气候变化的应

对措施产生厌恶感ꎮ 近 １０ 年来ꎬ倡导绿色转型的政客经常发现他们成为选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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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缺乏民意支持ꎮ 反对党也经常借此展开攻击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ꎮ① 这

些事实都表明ꎬ英国社会需求侧的脱碳转型并不顺利ꎮ

３.低碳国际运输与跨国公司转型

对英国而言ꎬ完成国际运输环节的主要工具是空运与航运ꎬ两者在 ２０１９ 年占据约

１１％的本土排放量ꎮ② 作为绿色转型中最难实现脱碳的项目ꎬ它们受到英国当局的额

外关注ꎮ 在空运方面ꎬ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出台了«零碳飞行战略»ꎬ为其净零排放目标服

务ꎮ③ 通过提升效率、改良燃料、吸收废气与消费者教育四个核心路径ꎬ英国计划优先

实现国内空运净零目标ꎬ并将国际空运与国家整体的净零目标相绑定ꎮ 由于计划出台

不足一年ꎬ目前难以对其成效进行评估ꎮ 由图 ６ 可见其碳排放量(除新冠疫情期间

外)仍然处于高位ꎬ下降趋势尚不明显ꎮ 但从行动框架来看ꎬ其具体抓手较为全面ꎬ在

政府和企业间建立了有效的联动框架来为目标服务ꎮ

图 ６　 英国国际空运与国际航运历史排放量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图由作者根据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Ｅｎｅｒｇ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数据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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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之下ꎬ航运的净零计划公布更早ꎮ 英国政府在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英国海事

２０５０»政策文件中ꎬ明确将国际船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联ꎬ树立了在 ２０３５ 年前

实现较 ２０１９ 年标准减排 ２８％、２０５０ 年达成净零船运的目标ꎮ① 就目前而言ꎬ这一领域

的绿色转型得到较为有效地推进ꎮ 英国出台了从源头的绿色船只建造到末端的低碳

清洁燃料普及一揽子政策ꎮ 除此之外ꎬ英国还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港口碳排放数据平

台ꎬ以帮助港口管理者掌握并减少其港口的碳排放量ꎮ 与之对应的是英国来自国际航

运方面的排放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ꎮ 气候变化委员会认为ꎬ这归功于英国相关部门

有效的减排措施ꎮ② 因此ꎬ目前可以推断英国在低碳国际运输方面的表现优于其国内

层面的脱碳转型ꎮ

最后ꎬ在协调跨国公司转型方面ꎬ英国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特征ꎬ整体进展不如低碳

国际运输领域一样顺利ꎮ 英国首都伦敦是全世界跨国公司总部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ꎬ

这不仅表明其政府在与跨国公司进行协同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ꎬ同时隐喻着英国

较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依赖跨国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ꎮ 事实上ꎬ英国领先出台了激

励国际企业节能减排的税收与贷款政策ꎬ并立项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净零目标服务

的金融中心ꎮ③ 对于所有英国上市公司ꎬ政府还执行强制性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要求»ꎬ要求它们制定绿色转型计划ꎮ 这说明英国政府尝试引导跨国资本推进绿色转

型ꎮ 但从结果上来看ꎬ其成效并不明显ꎮ 供给侧改革方面的滞后与不足ꎬ限制了诸多

与跨国公司携手面向碳中和的可能性ꎮ 驻扎本国的多数跨国公司ꎬ在英国举办第 ２６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ＣＯＰ２６)之后ꎬ减少了对碳中和的关注与资源分配ꎬ逐渐淡化

之前的承诺ꎮ 有观点认为ꎬ它们仍将资金与工作重心置于传统商业模式之下ꎬ排放量

依旧较高ꎮ④ 例如ꎬ世界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公司(ＢＰ)于 ２０２３ 年年初宣布ꎬ将“显著推

迟”绿色转型进程ꎬ将全球范围的经营重心回归传统化石能源ꎬ尤其是石油能源ꎮ⑤

无独有偶ꎬ英国经济的另一支柱———国际金融机构ꎬ其支持英国政府碳中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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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实践也较为匮乏ꎮ 金融支持是实现碳中和乃至世界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ꎬ因为

绿色转型所需的科技、基础设施ꎬ甚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ꎮ 而这单凭

国家与经营者个人无法满足ꎬ需要外部投资者为之提供充裕的流动性资金ꎮ 气候研究

机构坦言ꎬ英国市场投资于净零目标的现有资金远远不足以让社会踏入正轨ꎬ资金缺

口十分庞大ꎮ① 英国普华永道(ＰｗＣＵＫ)估计ꎬ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实现净零目标

的所需投资为每年 ４００ 亿英镑ꎬ但目前的投资规模甚至无法满足 ５０％的需求ꎮ② 由此

看来ꎬ英国政府并没有与跨国公司在碳中和目标上形成面向碳中和的“致胜联盟”ꎬ反

而受其掣肘ꎬ步履维艰ꎮ

至此ꎬ对英国脱碳进程的检视呼应了数据部分显示的异常ꎬ反映出英国的绿色转

型陷入层层泥淖之中ꎮ 在国内层面ꎬ社会脱碳转型仍处于不成熟、不充分的阶段ꎮ 碳

排放对供给侧的俘获依然坚挺ꎮ 下游的需求侧也受到明显的影响ꎬ目前仍被束缚于高

碳排放的消费模式ꎬ导致基于消费的碳排放量居高不下ꎮ 在国际层面ꎬ英国在低碳国

际运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绩ꎬ值得其他国家效仿ꎮ 但在更为重要的跨国公司转型

上ꎬ英国没有取得主导权ꎮ 由此看来ꎬ尽管英国在国际气候行动上频繁发声ꎬ试图成为

气候合作的领导者ꎬ但其自身脱碳进展并不顺利ꎬ也未成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践行

者ꎮ 对研究者而言ꎬ一方面ꎬ这意味着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探索发达国家国内碳中和进

程ꎬ发现其中的运行规律ꎮ 因为它是国际气候政治的物质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拓展对

应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ꎮ 忽视现实的脱碳进程而谈国际气候合作与治

理ꎬ不足以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百年未有之大挑战ꎮ 另一方面ꎬ若英国这一传

统发展范式下的发达国家都陷于脱碳困境难以自拔ꎬ我们应否及怎样给予碳中和与气

候变化更多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迫在眉睫ꎮ

五　 余论

“危机恰恰源于旧体系的消亡ꎬ而新体系尚未诞生ꎻ在这个间隔期ꎬ各种病态症状

纷至沓来ꎮ”③当前ꎬ人类正面临如此困境ꎮ 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理论层面ꎬ一条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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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绿色发展之路尚未被完全揭示ꎬ各种矛盾和异常现象纷纷涌现ꎮ 对社会科学研

究者而言ꎬ应该变换思路以解析新的问题ꎮ 这首先需要学者更多关注碳中和ꎬ讨论绿

色转型的挑战与解决方案ꎮ

据此ꎬ本文回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碳中和领域中的理论不足ꎬ尝试从生产角度

出发ꎬ建立一个检视国家碳中和进程的理论框架ꎬ并将之应用于英国脱碳转型的分析ꎮ

尽管本文理论框架在客观观察英国碳中和实际进展方面相对有效ꎬ但必须承认这并非

放之四海而皆准ꎬ而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ꎬ其生产模式

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和连续性ꎬ而非外部冲击的结果ꎮ 因此ꎬ它与生产概

念的演绎推理逻辑较为兼容ꎮ 然而ꎬ这并不适用于其他后发国家ꎬ因为它们现有的生

产模式是现代国际体系扩张的产物ꎮ 实际上ꎬ各国在国际地位、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

经历等方面各具特色ꎬ导致在实现碳中和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具有相似却又不同的特

点ꎮ 研究者需要更细致、更具体地了解不同国家在碳中和困境下的实际情况ꎬ结合现

实来完善上述理论框架ꎬ提高其适用性和可行性ꎮ 这也是未来研究探索的方向之一ꎮ

(作者简介:马昊原ꎬ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ꎻ责任编辑: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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