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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院士主要从事新能源动力、
可再生燃料制备与燃烧、碳捕集与利
用、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

碳达峰，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某
一时间点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逐步
下降。

碳中和，指的是碳排放量和清除量
达到平衡，碳中和并不是要实现“绝对零
排放”，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将碳排
放对自然产生的影响降低到净零程度。

“双碳”是中国提出的重要战略目
标，指的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
关键概念，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

他用两组对比图表直观呈现全球
碳排放格局：中国碳排放总量持续攀
升的红色曲线与发达国家达峰后下降
的蓝色曲线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
我国却较低。通过人均碳排放数据的
对比，黄震阐释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减排不是放弃发展权，而是用科
技创新打开新赛道。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
到《阿联酋共识》，黄院士梳理了近30
年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减
排进程，特别强调中国主动确立“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

黄震院士鄞州中学开讲“碳中和”
寄语学子“开发出颠覆性技术”
4月18日下午，宁波市鄞州中学报告厅内座

无虚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

授黄震应邀参加“院士开讲啦”第 16 期活动，他

以一场《碳中和导论》主题讲座，为在场和线上师

生揭开了“双碳”战略的神秘面纱。

从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到光伏技术的颠覆

性突破，从上海创纪录高温到“零碳校园”实践，

黄震院士用科学与情怀交织的讲述，为青少年勾

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能源变革图景。

本场讲座由宁波市鄞州区科技局（科协）、宁

波市阅读学会、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组织举办。

黄震院士用“温室大棚”比喻地球
现状：若无温室效应，地球将是表面平
均温度-18℃的冰冻星球，但过量的
二氧化碳排放正让“大棚”失控。

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累计达2.2万亿吨，全球
地表平均温度已升高1.2℃，如果继续
按此趋势发展，本世纪中将超过2℃。

气温升高给人类造成的影响远远
高于早期的预测，2℃给世界造成的影
响难以承受，必须把温升控制在1.5℃。

可以说，1.5℃阈值不是数字游
戏，而是生存红线。目前，全球已有
150余个国家宣布2050年前后实现
零碳或碳中和。

鄱阳湖“大旱与大涝”、2024年上
海年均气温创下18.8℃的历史新高、

35℃以上高温天数达到了52天、欧洲
500年来最严重干旱，黄震院士以我
们身边和全球的极端气候频发，以及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的鲜活数据，揭
示了碳中和目标的紧迫性。

黄震院士列举了三大刚性需求，
来说明“为什么要碳中和”。一是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二是破解能源安
全问题，三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煤炭消费占1/2以上，化石
能源消费约占83%, 同时石油和天然
气的对外依存度都很高。构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能源
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安全
问题极为重要，通过“双碳”改变我国
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实
现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

面向碳中和目标，我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
由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能源绿色转型。

从火的发现和利用、农耕文明时代自然力的利
用，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化石燃料、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电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能和计算机等技术，再
到新能源科技如风光发电的突飞猛进，黄震院士徐
徐展开一幅人类能源利用不断进步的画卷。

“你们知道吗？2008年我国最早的光伏电站，国
家发改委上网指导电价是4元一度电，2020年是
0.35元一度电，下降了90%以上。目前我国西部地区
光伏发电的上网价在0.20元一度电左右。”黄震院士
抛出这个颠覆性数据后，现场顿时沸腾。

然而，光伏、风电的缺点是波动性、随机性和间
歇性。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变革性颠覆性技术，构建新
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院士团队研发的“可再
生燃料技术”成为全场焦点，“未来可以通过阳光、
水、二氧化碳制备各种可再生合成燃料，最重要的是
可以使能源独立，不再依赖化石能源。”

他用“能源属性革命”理论阐释转型逻辑：能源
开发利用依赖“远古阳光”形成的资源属性正被新能
源的科技属性取代。

更令人振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智慧能源校园
实践，这是一个集成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储能技
术和数字化管理的综合性低碳校园项目，通过先进
技术实现能源的高效、清洁和智能化利用，成为高校
能源转型的标杆。“欢迎同学们假期里来交大参观实
践！”黄震院士向同学们发出邀请。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黄震院士一一
解答。讲座尾声，黄震院士寄语青少年们：“我们有
个共识，要达到碳中和目标，至少有一半的技术刚
刚冒头、甚至还没有出现。我非常希望在座的同学
们努力学习，打好基础，未来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
研发更多颠覆性技术，为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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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双碳”战略 从概念到全球行动

气候危机倒计时 为什么要追求碳中和？

未来能源图景
从“远古阳光”
到“每日阳光”的技术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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