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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及其对

我国交通运输“碳达峰”“碳中和”的启示和借鉴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向

世界承诺的气候雄心。作为与工业、能源并列的三大主要碳排放

行业之一，交通运输脱碳事关中国能否如期如愿达成“30·60”

愿景目标，交通运输推进零碳转型与支撑经济增长的任务将更加

艰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制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

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及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深入推进交通

等领域低碳转型。《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加快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峰，促进交通

与自然和谐发展。欧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起者、倡导者和

实践者，零碳交通也是欧盟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主导策略。近

年来，欧盟相继实施了“2021铁路年”、发展组合运输、绿色基

建和融资等减碳脱碳举措，对于我国交通运输尽快实现“碳达峰”

和“碳中和”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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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策略

欧盟致力于成为“气候友好型经济模式的先驱”，并多次强

调在 2050年前建成首个“碳中和”地区的雄心。2019年 12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Europe Green Deal）”，作为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制定了详细

的路线图和政策框架，代表性的举措有：

——制定法律法规，发布了《欧洲气候法》草案，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纳入其中，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旨在

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

——推广绿色预算，提出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比 1990年

减少 55%，推动欧盟各国“绿化”国家预算并发出正确价格信号，

在公共投资、消费和税收中优先考虑绿色环保目标；

——加大绿色投资，制定“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并提出欧

盟长期预算中至少 25%专门用于气候行动，建议欧盟成员国对能

源和基础设施的绿色投资提升到 GDP 的 3%以上，欧洲投资银行

（EIB）提出十年内新增 1万亿欧元绿色投资；

——创新政策工具，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将可持续性纳入治

理框架以强化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EIB提出建成全球首家气候

银行并逐步停止石化类能源项目的贷款和投资，欧洲央行提出增

持绿色债券、减持导致大气变暖的资产；

——加强科研投入，发布了“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

项目，投入近 1000亿欧元科研资金用于资助基础研究、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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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大问题研究，其中 35%的预算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二、欧盟推动零碳交通发展的主要举措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欧盟交通运输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占比达到 25%。受经济增长和结构影响，欧盟交通运输

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一段时间内不降反升。《欧洲绿色新政》

计划到 2050年将交通运输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0%，促进欧洲

交通零碳化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一）颁布《欧盟可持续与智慧交通战略》

2020 年 12 月，欧盟颁布《欧盟可持续与智慧交通战略》

（Sustainable and Smart Mobility Strategy），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

推动交通领域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分步骤、分阶段实现《欧洲绿

色新政》。代表性的目标包括：到 2030年，超过 3000万辆零排

放汽车在欧洲公路上行驶，100个城市实现碳中和，高铁交通量

翻番，500公里以下的欧盟境内旅行实现碳中和，自动驾驶大规

模应用，零排放船舶将进入市场；到 2035年，零排放大型飞机

将投入市场；到 2050年，所有汽车、货车、公共汽车及新型重

型车辆都将实现零排放，铁路货运量翻番，高铁交通量翻三倍，

可持续、智能、高速互联的跨欧多式联运网络（TEN-T）将投入

运营。并且，欧盟交通委员会还制定了 36项具体的行动计划支

撑可持续交通目标的实现。

（二）大力发展组合运输

道路运输占欧盟交通能源需求的 94%，碳排放量占比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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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铁路仅占 0.5%。因此，欧盟提出将组合运输（Combined

Transport，CT）作为长距离货物运输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成为欧

盟地面货运实现气候平衡的主导策略。

CT组合运输明确要求货物运输的距离超过 100公里时应该

使用铁路和水路运输，两端的公路短驳要尽可能缩短，并制定了

专门的指导规范。在组合运输政策的推动下，铁路货物联运增长

迅速，2018年比 2009年增长 49.9%，铁路联合运输量占铁路货

运总周转量的 22.9%。2019年，《欧洲铁路货运远期倡议》提出

到 2030 年铁路货运量比当前再翻一番，由此实现 30%的模式转

化。并且，欧盟委员会提出将 2021年定为“铁路年（The European

Year of Rail）”，强调了铁路在减排方面的作用，积极激励客户及

商户加大铁路货运的使用。

（三）交通排放权纳入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欧盟碳市场目前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覆盖比例为 45%，这

些排放主要来自于电力和工业部门。如果纳入道路交通排放，覆

盖比例将会提高到 66%。欧盟正在推动将水运、公路运输纳入欧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以使得交通部门的外部性可以精确定价，铁

路和水路可以在碳足迹方面与公路运输公平竞争。欧盟还建议建

造零排放机场，并减少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航空业的免费碳排

放配额补贴。

（四）加大绿色交通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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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道路拥堵，欧盟提出内陆货运量中的 75%将转移到铁

路和内陆水运，并不断加大内河港口、铁路电气化和货运站、高

速铁路等领域的投资，提升装载单元（ILU）的标准化程度以提

高多式联运转运效率，扩大和改善自行车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重要

投资内容。清洁能源的重要性再次被强调，计划加速建设 300万

个公共充电站、1000个氢气加气站等新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以

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燃料的应用规模和替代比例。

（五）全面推动交通数字化转型

欧盟将为新技术和新服务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并提供一切必要的立法工具。依靠数字技术，欧盟将建成

一站式电子票务系统，同时强化欧盟船舶交通监控和信息系统，

通过自动化监管设备，提高对事故和潜在危险的预警能力和响应

速度，更好地预防和发现船舶污染。在城市交通方面，欧盟将加

大部署包括车辆导航系统、智能停车系统、共享汽车、驾驶辅助

系统等在内的智能交通系统，并推动无人机与物流结合，减少交

通事故和拥堵、提高出行便利性。

三、对我国交通运输“碳中和”的借鉴和建议

与欧盟相似，交通运输是我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

要部门，也是脱碳难度最高的行业。此外，我国交通运输还承担

着支撑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使命，碳排放强度达峰的任务更加艰

巨。早日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碳达峰”和“碳中和”，可从战略

性减碳、技术性减碳和管理性减碳三大领域实化顶层设计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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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一）实化战略性减碳举措

制定交通运输碳排放测算方法和标准规范，形成清晰化、透

明化的排放数据和指标体系，明确基准场景和基准年份的交通碳

排放总量及其现状构成；出台“交通运输业 30·60行动路线图”，

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明确交通减碳的主要

领域、实现方式和阶段性目标，进一步凝聚减碳共识和合力；推

动运输模式向铁路和内河转换，道路货运是交通脱碳的重中之

重，借鉴欧盟组合运输发展经验，通过设施专业化、装备模块化、

服务便捷化、数据标准化等方式提高多式联运运作效率，实现公

路运输向更清洁的运输方式转移；深化与欧盟国家在交通减碳领

域的交流，在交通碳排放定价和交易体系、碳排放标准互认与数

据共享、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零碳机场和零碳港口共建、清

洁能源区域联盟等方面深化合作。

（二）加大技术性减碳投入

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统计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实现分方式、分企业、分区域碳排放精细化

管理；加大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完善重要交通走廊和节点的清

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广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生物

质燃料飞机和氢能船舶等新能源交通工具；大力发掘交通新技术

的减碳空间，如卡车编队行驶可降低约 10%-15%的碳排放，应

大力发展自动驾驶、编队行驶、光伏路面、电气化公路、高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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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地下物流、无人机配送、出行即服务（MaaS）等新模式。

（三）创新管理性减碳举措

建立低碳交通认证制度，完善相关标准和认证流程，只有经

过低碳交通认证的交通企业、工程或者项目，才能申请交通部门

的相关优惠政策，并且实行“高碳排放一票否决制”；创新绿色

交通融资制度，通过发行绿色交通债券、降低绿色交通项目资本

金、延长经营性项目收费年限等措施，加大对于绿色交通基础设

施的投资力度；开展零碳交通能力建设，组织大型交通和物流企

业形成零碳联盟，发起脱碳减碳倡议，并广泛开展培训、技术交

流、理念推广等能力建设工作；推广交通运输碳排放交易体系，

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实施碳排放定价、排放收费、碳汇补

贴等举措，建立零排放区域，完善交通行业碳排放交易市场；举

办全球零碳交通发展论坛，邀请全球主要国家交通行业代表围绕

零碳交通发展深入交流研讨，永久会址可设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核心区，每两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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