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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国际
政治、全球经济和每个人的生活。这一年也是实现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起步年。作为中国高校中最
早开展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团队之一，清华大
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在 2021 年围绕“双碳”目标，
依托承担国家重大和重点研究项目，聚焦碳中和科技
创新、碳中和政策与机制设计、全球气候治理等关键
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研究所师生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
版了多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密切结合国家实现“双
碳”目标这一重大需要，研究所将学术研究与生态环
境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务院国资
委等政府部门委托的政策性研究任务密切结合起来，
为中央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研究所始终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2021 年
为国家培养了多名实现“双碳”目标急需的人才。
2021 年研究所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与三

峡集团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与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研究中
心”。2021 年研究所在碳市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标
志性成果，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本年报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和取
得的成就。通过年报的发布，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能够
更好地了解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也希
望能够同社会各界开展更好的交流和合作，共同为国
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做出
积极的贡献。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

FOREWORD

致力于推动
能源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前言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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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简介

3E 研究所始创于 1980 年，是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建的校级研究机

构，是中国高校中最早开展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团队，是全

国高校中最早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博

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所属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

3E 研究所先后牵头承担包括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应对气候变化项目，长期支持生态环境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等部门的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全球气候治理智库。

3E 研究所在 Science、Nature Energy、Nature Climate Change、

《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40 多年来，

研究所培养了 400 多名学术型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2021 年，3E 研究所有全职研究人员 25 人，博士研究生 30 余人，

硕士 10 余人。研究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高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1 项。

清华大学

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简称 3E 研究所

•	国家“973”计划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生态环境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国家能源局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北京市等

牵头承担

多项国家级应对

气候变化项目

长期支持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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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TONES
大事记

2021.09 2021.09 2021.12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

张希良教授获清华大

学第十七届“良师益

友”称号

Science 刊文评估中国

温控努力

901室党支部与秦山核

电站部分党支部举行

共建活动

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成立 何建坤和张希良教授分别受聘

担任第四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

委员会主任和委员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

专业委员会换届

研究所能源管理与气候政策团
队承担了北京市试点碳市场和
全国碳市场关键制度的研究设
计任务，并做出突出贡献，团
队成果《中国特色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总体方案研究》获
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
等奖。3 月，颁奖会召开。

清华大学“良师益友”评选活
动始于 1998 年，完全由在校学
生自由提名、自发投票评选，
评选出学生心目中师德高尚楷
模与教书育人典范。

4 月 23 日，3E 研究所周胜副研
究员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研究者
合作在 Science 在线发表了题
为《评估中国为实现全球升温
不超过 1.5℃所做的努力》长文
形式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
际，901 室党支部与研究室共
同组织党员和群众赴浙江，与
秦山核电站部分党支部举行共
建活动。901 室党支部与秦山
核电浙江前期项目开发党支部
和秦山核电电力营销党支部签
署了党支部联学联做协议，并
就未来合作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9 月，清华大学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与绿色低碳转
型战略联合研究中心”（简称清华三峡气
候与低碳中心），张希良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该中心的宗旨为“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第四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于 9 月 23
日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第四届专家委员会
共聘任 38 名专家委员，何建坤教授担任主
任委员，张希良教授担任委员。国家气候
变化专家委员会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
咨询机构，成立于 2006 年，主要职责是就
气候变化的相关科学问题及我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长远战略、重大政策提出咨询意见
和建议，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
决策支撑机构和国家级智库。

12 月，专委会换届会议暨能源管理与气候
政策研讨会召开。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孙正运同志，国家气候变化专
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
教授，以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
委员代表和相关领域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
会议宣布了第八届专委会委员名单，后经
委员投票，选举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
继续担任主任委员。专委会聘任 3E 研究所
副所长滕飞担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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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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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

且优质就业率再创新高

2021年

人

3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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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3E 研究所历来重视人才培养工作。研究所是清华大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全国学科评估第一）的核心支撑团队，也是我国能源经济管理和气
候治理学科方向主要创建单位，共培养了近 420 名学术型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3E 研究所教师承担了清华大学能源经济学与政

策、全球气候变化与应对措施、能源规划与系

统分析、模型工具和案例分析、资源经济学及

应用等方向课程的教学工作；

牵头组织了碳中和全球公开课。

2021 年秋季学期，3E 研究所组织了“碳中和视角下的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
全球公开课，累计观看人次 84.85 万。课程涉及气候变化及影响、碳中性关键
减排技术、气候变化经济学、中国碳市场政策和实践、碳中和全球治理等领域。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副所长滕飞长聘副教授、张达副教授，清华大学地
球系统科学系主任罗勇教授、蔡闻佳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贺克斌院
士、王灿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静副教授参与了授课。

CULTIVATE
人才培养

3e

3E 研究所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3E研究所

持续加强学生管理，

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培养出一批优秀研究生

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名

毕业生概况

曲晨菲
-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黄晓丹 / 张鸿宇
- 清华之友—解振华能源环境奖学金

任磊 / 张枢 / 唐昊天
- 清华大学综合优秀一等奖学金

王彦哲 / 王白雪 / 田君豪 / 余润心 / 银朔
- 清华大学综合优秀二等奖学金

陶玉洁 / 杨雷 / 鲁玉成 / 刘强
- 核能优秀奖学金

邓旭 / 宫宁 / 潘睿之 / 德吉旺珍
- 何能广—李玉莲—何宗机奖学金

博士学位
就职于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邓    哲
博士学位
就职于国务院国资委袁志逸
博士学位
就职于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殷光治

硕士学位
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周小雨

硕士学位
就职于中电国际王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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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SUPPORT
决策支撑

3E 研究所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为国家重大气候治理政策制定和机制
设计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2021 年，3E 研究所成员在支撑国家
“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全国碳市场总体建设和 COP26 气候
变化国际谈判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

3E 研究所团队针对全国碳市场设计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在碳
市场关键要素和核心框架设计等方面的多项研究成果，被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体设计采用。研究成果《中国特色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总体方案研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 人文社会科学 ) 一等奖，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被
生态环境部采纳，为多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指导文件提供
了技术支撑。

报送 30 余篇咨询建议报告，内容包括支撑碳中和目标实现、
“十四五”低碳转型建议、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核能对实
现碳中和的重要作用、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北京冬奥会低
碳管理、全球气候变化趋势预测、国际能源转型、氢能发展等
领域 ，涉及的多项成果获得相关部委采用或国家领导人重要
批示。

参与生态环境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
施方案》，科技部等部门《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的研究编制。参编国家标准《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 部分：发电企业》，申请工信部
行业标准《二氧化碳核算与报告要求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

PROJECTS
研究项目

研究所承担了中外机构委托的百余项科研项目 项目涉及领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科技部
生态环境部
中组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气象局
国家高端智库
中石化

碳市场
碳边税
能源与气候模型
能源战略与规划
低碳发展理论与机制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能效与节能
......

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的
关键管理科学问题与政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

全国碳市场设计与实施研究

生态环境部重大项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
评估与完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
关键技术和政策路径研判

（中广核集团委托）

企业委托重要项目

国家碳减排自主贡献盘点方案设计及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 
综合评估模型的发展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中国碳定价政策对于能源和
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分析

（IEA）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中爱及全球可持续转型多模型集成模拟；
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

三峡集团
秦山核电公司
世界银行
挪威政府
英国政府
美国环保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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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著作

PUBLICATIONS

2021 年，3E 研究所科研人员作为主要作者在
Science，Joule，One Earth，Economics of Energy & 
Environmental Policy，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Energy，Energy Economics，
iScience，《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期刊发表 60 余篇学术
文章；主导或参与出版著作及教材近 20 本。

60+ 20
在国内外期刊

发表学术文章

篇 本

主导或参与

出版著作及教材近

2021年

按发表时间排序
详细论文列表请见附录亮点文章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探讨中国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的发展

2 月 5 日，3E 研究所陈文颖教授、王宇副研究员等人在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发表文章，

首次在中国城市层面计算了分布式太阳能光伏（DSPV）的

发展潜力。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市场，2019 年累计光伏装机容

量超过 200 GW。然而，要实现到 2030 年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1200 GW 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

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太阳能资源，光伏组件应安装在哪里 ?

基于此，该研究旨在确定中国城市发展 DSPV 系统的可用

性和可行性。结果表明，中国 DSPV 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

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展 DSPV 系统的潜力最大。此外，由于

城市间 DSPV 发展潜力的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地理区域制

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https://doi.org/10.1016/j.rser.2021.110772相关文章信息

One Earth
揭示车载辅助设备能效测试的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1 月 22 日，3E 研究所张达副教授与合作者在 Cell Press 旗

下的 One Earth 在线发表题为《汽车燃油经济性法规考虑

辅助设备能耗可带来每年数百万吨 CO2 减排》的研究长文。

研究基于百万条轻型乘用车实际油耗数据，定量评估了高

温环境下的空调使用对车辆实际油耗的影响，并分析了强

化相关法规要求、提升空调效率后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

通过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高温下空调使用会导致油耗

增加 0.5 升 / 百公里以上，全年平均油耗增加 0.11 升 / 百

公里（相对 15~20℃油耗情况，增幅为 1.3%），导致乘用

车排放更多 CO2。研究进一步识别了不同车型在高温条件下

油耗增加幅度的差异性，反映出不同车型和不同空调技术

（如采用定排和变排压缩机）的实际能效存在差异。 https://doi.org/10.1016/j.oneear.2020.12.010相关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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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3E 研 究 所 欧 训 民、 周 胜 副 研 究 员 等 人， 在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发表中国钢铁工业二氧化碳减排和

低碳发展技术的综述文章。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方面

的工作非常重要。这篇文章讨论了钢铁行业减排技术成果和试点项目，

分析了其实用性和减排成本效益，判断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前景。结果显

示，钢铁行业充分应用主流技术改进可以实现约 43% 的二氧化碳减排。

此外，与零碳排放技术相结合，可以实现 80%~95% 的减排。中国钢铁

行业需要应用基于氢的炼钢技术或碳捕集、利用和储存技术，而这意味

着预计到 2050 年将导致 120 亿至 350 亿美元的减排成本。中国钢铁行

业在短期内需要技术改进，在长期内应优先考虑零碳技术的发展，策略

转变的时机取决于电价和碳价。

4 月 23 日，3E 研究所周胜副研究员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研究者合作在《科

学》在线发表了题为《评估中国为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 1.5℃所做的努力》

长文形式文章。

文章指出，要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 1.5° C 温升目标，中国需要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2050 年减少到近似零；能源系统需

要大幅度低碳转型，化石燃料消费减少超过 70%，非化石能源比例大

幅度上升；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 90% 以上，主要减排来自

于电力部门和工业部门；2050 年电力系统达到或者接近零排放，可再

生能源和核能需要跨越式发展；1.5° C 排放路径与中国碳中和目标实现

路径大体上保持一致。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Science

综述中国钢铁工业二氧化碳减排和低碳发展技术

评估中国为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
1.5℃所做的努力

Joule
首次提出电网级
移动储能系统概念

2 月 17 日，Cell Press 旗下期刊 Joule 以封面文章

形式发表了 3E 研究所张达副教授等科研人员合作

完成的研究成果“电网级移动储能系统”。该研究

首次提出了电网级移动储能系统（PESS）概念，

并对其潜在应用方式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混合整数规划的决策模型，用

以计算移动储能系统的最优运营方案和最大全寿命

周期利润。研究发现，将移动储能系统的运行限制

在以美国加州电网中某节点为中心、半径为 10 英

里的范围内，移动储能系统的全寿命周期利润相比

固定储能系统就可以有大幅提升，在圣地亚哥等电

网堵塞比较严重的地区尤为显著。

Energy
绘制中国北方地区 2035 年
清洁低碳供暖路线图

3E 研究所张希良教授、常世彦副研究员、郭偲悦助理研究员

等人，绘制了中国北方地区 2035 年清洁低碳供暖路线图，

相关论文 2 月在线发表于 Energy。

中国北方地区（NRC）在推动清洁供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目前，大多数针对 NRC 供暖的研究聚焦于减少空气污染，但

清洁供暖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在贡献，以及省区市和城乡间

的差异未得到充分探讨。

基于此，该研究基于中国区域能源系统模型（C-RESM），同

时考虑减少空气污染物和碳排放，绘制了到 2035 年的 NRC

省级城乡供热转型路线图。结果表明，现有清洁供暖政策可

有效减少空气污染，但对二氧化碳减排贡献不大。如果要实

现 2 ° C 温控目标，到 2035 年，集中供热区应充分开发工业

余热，使其占供热面积的 9%；分散供热区则可以开发空气

源热泵和生物质供热，分别占比达 24% 和 26%。 https://doi.org/10.1016/j.energy.2021.120164相关文章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rser.2021.110846相关文章信息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a8767相关文章信息https://doi.org/10.1016/j.joule.2020.12.005 相关文章信息

由于锁定效应，燃煤热电联产将继续成为城市集中供热系统的基本供热

负荷，到 2035 年，其占比约为 20%。

13 14



8 月 19 日，3E 研究所段茂盛研究员与合作者在 Energy 

Economics 发文，分析了中国碳市场与欧盟或日韩碳市场

连接的相关议题。

该研究设计了针对中国碳市场的两组国际合作情景，即中

国—欧盟碳市场连接情景和中国—日本—韩国碳市场连接情

景，并利用中国—全球能源模型（C-GEM）评估了三种不同

的减排目标（当前 NDC 目标、2℃温控目标和 1.5℃温控目

标）下，完全连接和有限连接对各参与国碳减排、社会福利、

能源消费、国际贸易等的综合影响。

研究发现，碳市场连接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及其连接伙伴实

现减排目标的福利损失。但在考虑建立碳市场连接时，参

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明确潜在的利弊以确定连接的净效益，

并在福利收益与其他国内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还

要消除连接的政治、制度和技术障碍。

8 月，3E 研究所张希良教授等人在《管理世界》2021 年第

8 期刊发题为《中国特色全国碳市场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文

章。

文章从碳市场的基础理论和国内外碳市场的具体实践出发，

首次系统性地梳理了碳市场设计中的关键问题，讨论了碳

税与碳市场的异同点、如何设定总量、如何分配碳排放配额、

如何评判碳市场运行有效性、如何权衡效率与政治接受度、

如何与其它不同政策和机制良性互动以及如何促进国际碳

交易合作等关键问题。

文章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理

清了中国碳市场总体设计的基本逻辑，提出了有科学理论

指导、适合中国国情的全国碳市场总体方案设计，为国家

碳市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研究的核心观点已被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用，体现在

已发布的全国碳市场总体设计以及与总量设定、配额分配

等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

Energy Economics
解析中欧及中日韩
碳市场连接的影响

中国特色全国碳市场
设计理论与实践

《管理世界》

11 月 4 日，3E 研究所长聘副教授滕飞与国际合作者在《科

学》发表政策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目前关于缓解气候变

化的大部分讨论往往集中于减排目标的雄心，或气候政策

的普遍性、设计性和严格性。但是，研究显示在指导政策

制定和执行的体制机制的支持下，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更有

可能转化为近期行动。

研究人员基于一个跨国研究项目，对各国案例材料进行了

总结，从而为气候机构设置提出了一个系统框架。文章列

出了气候机构的定义类别，分析了各国如何应对气候治理

的三个核心挑战——协调、建立共识和制定战略，并呼吁

各方关注机构和国家政治环境如何相互影响和塑造。

11 月 19 日，3E 研究所段茂盛研究员与合作者在 iScience

发表文章，提出通过容量支付机制实现煤电机组的有序退

役，支持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煤电的有序退役路径，部分煤电需要

提前退役，但在满足能量需求之外还应当有额外的煤电机

组被用于为系统提供充裕性。在有序退役路径下，大量煤

电过剩产能被化解，同时系统的充裕性也得到满足。

文章认为，为充分释放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发展潜力，中国

政府可以实施针对煤电机组的容量支付，充分挖掘存量煤

电机组的充裕性价值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消纳。未

来随着电力供求形势的逐渐转变，促进新的可控非可再生

能源机组的投资建设可能成为电力行业需要解决的主要矛

盾，届时中国的电力市场也将更加成熟，可以视情况实施

更加市场化的容量机制工具。

Science iScience
国家气候体制建设
有助实现减排目标

提出容量支付机制有助煤电机组有序退
役，支持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08

相关文章信息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89004221012566

相关文章信息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988321004060

相关文章信息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m1157

相关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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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
教材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周胜、张希良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张健、周剑 ( 译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王海林、周胜 (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晓玲、欧训民（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张希良、王海林 ( 译 )

中国核电减碳与
环保贡献量化研究

欧盟建立繁荣、现代、具有竞
争力和气候中性的经济长期发
展战略愿景报告

氢能工程：
日本视角

减缓气候变化
经济学

净零排放—英国对缓解全球
气候变化的贡献
( 综合报告与技术报告 )

党群工作

PARTY 
BUILDING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901 室

党支部与研究室共同组织近 20 名党员和

群众赴浙江，与秦山核电站部分党支部举

行共建活动。901 室党支部与秦山核电浙

江前期项目开发党支部和秦山核电电力营

销党支部签署了党支部联学联做协议，并

就未来合作等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2021.06
与秦山核电站部分党支部
举行共建活动

2021 年度，901 室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讲话精神，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为重点，持续发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
党支部重视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并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引导广大党员强化党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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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I A

E u r o p e

A M E R I C A

A F R I C A

O C E A N I A

3E 研究所始终致力于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搭建开放包容、

互惠共享的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平台，携手中外学者共同应

对气候领域全球性挑战，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交流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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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和未来

资源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研讨会。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并

获得能源基金会支持。参会嘉宾对碳市场

基准线设计、中国电力市场的特点、全国

碳市场在中国碳中和路径中的作用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3E 研究所联合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关、韩国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共同主办了

第六届中日韩碳定价机制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及碳中和政策、碳

定价策略及未来实施面临的挑战、《巴黎协定》第六条的谈判结果、国际碳市场建设

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企业实施碳定价面临的障碍和挑战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3E 研究所组织召开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暨能源管理与气候政策研讨会。会议宣布了第八届专委会委员名单，研

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继续担任主任委员，专委会聘任研究所副所长滕飞

担任秘书长。会议特邀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专委会顾问杜祥琬院士和

IPCC 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翟盘茂分

别就“能源高质量发展应实现‘可能三角’”和“气候变化科学最新认

知”做专题学术报告。

“ 中 国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体 系” 
研讨会

第六届中日韩碳定价机制研讨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
暨能源管理与气候政策研讨会

2021.09.22 2021.12.09

2021.12.28

2021 年，3E 研究所举办多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学术会议，
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绿色低碳发展。

3E 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举办联合报告发布

会，发布《中国碳市场在电力行业低碳转

型中的作用》报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教授、

法国开发署高级项目官员 Hervé Aloncle 先

生和国际能源署能源与环境部负责人 Tom 

Howes 先生等与会专家对联合报告的研究

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学术会议

《中国碳市场在电力行业低碳
转型中的作用》报告发布会

2021.04.20

3E 研究所牵头举办的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的关键管理科学问题与

政策研究”研讨会在烟台召开。相关课题负责人汇报了研究进展与成果。与会专家就汇报

情况进行了集体讨论。“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的关键
管理科学问题与政策研究”研
讨会

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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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联合发布报告《中国碳市场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中的作用》。该

报告旨在探索中国碳市场在推动电力行业减排和支持电力系统转型中的作用。该报告基

于电力行业的发展和政策趋势，对中国电力系统 2020 年至 2035 年的发展进行了情景分

析，并研究了中国碳市场基于产出和基准值的配额分配设计，对全国和不同地区的发电

相关碳排放、技术和成本的影响。该报告还就如何使碳市场在激励电力行业经济有效和

结构性减排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服务于中国长期气候目标提出了建议。

3E 研究所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英国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联合发

布了《碳中和目标与气候风险：气候变化经济损失评估》、《气候变化

风险评估及治理》及《中国气候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等三份

研究报告，报告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3E 研究所与德国智库 adelphi 联合

发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浅析

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案及其对中国

的潜在影响》，分析了欧盟委员会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提案

中的核心要素、该机制对中国相关

行业对欧出口的影响和中国潜在的

应对行动。

《中国碳市场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中的作用》

《碳中和目标与气候风险：气候变化经济损失评估》
《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治理》
《中国气候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浅析欧盟委员会的立法提
案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3E 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英国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德国 adelphi 智库等国际机构联合发布多份报告，
探讨了碳市场、碳中和、气候治理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的议题。

联合报告

美国环保协会与 3E 研究所共同就“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建立碳市场的意义及

可行性开展了分析，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一带一路”主要国家

及地区建立碳市场的意义与可行性分析》。

3E 研究所与德国智库 adelphi 联合发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中国：政策设计选择、

潜在应对措施及可能影响》（中英文版）。报告分析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多个

关键设计要素，从综合法律风险、政治可行性、环境有效性等方面识别了欧盟 CBAM 的

可能设计方式，梳理了中欧主要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意见，继而综述了中国的碳减排、能源、

产业、贸易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盟 CBAM 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及中

国可采取的潜在应对措施，最后为中欧双方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及地区建立碳市场的意义与可行性分析》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中国：
政策设计选择、潜在应对措施及可能影响》

2021 年 9 月，清华大学与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与绿色低碳

转型战略联合研究中心”（简称“清华三

峡气候与低碳中心”）。

该中心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展

系列综合研究分析，从全球—国家—地区—

行业—企业的全方位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推

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政

策制定与技术路线设计。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张达副教授担任中心副主任。

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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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励

HONORS

“中国特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体方案研究”	
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901 室

获得 2020 年度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先进集体称号。

张希良

获得生态环境部授予气候变化领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称号、
清华大学第十七届“良师益友”称号。

滕				飞

 获得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暨港澳台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段茂盛

获得 2020 年度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张				达

 获得 2020 年度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何建坤教授

受聘担任第四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希良教授

受聘担任第四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专家组
副组长、生态环境部 2021 年度生态环境特
邀观察员。

聘任

媒体 3E

科普，是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器。

只有为公众所知、所掌握，科技才能真正发挥

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2021 年，3E 研究所成员接受《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中新社、《自然》等

多家中外媒体采访，或公开发表署名文章，积

极投身科学普及和科技传播大潮，加强创新成

果共享，促进知识源泉涌流。

MEDIA

感谢函

研究所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等单位发来的感谢函，对研究所长期以来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的支持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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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 专访滕飞副教授，解读“双碳”战略
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将对中国家电行业产生的
深远影响。

2021.07

该系列文章依托 3E 研究所承担的多个能源管理与气候政策相关项

目和课题，对氢能尤其是绿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凝练，

重点论述了氢能发展的重要原因、潜在应用、主要挑战和最新趋势，

以及绿氢的定义与特点、主要生产技术路线、发展挑战和最新趋

势等。

3E 研究所副研究员欧训民分别在《人民日报》

第 18 版和第 17 版发表署名文章《氢能缘何受

瞩目》和《绿氢，能源转型中的关键角色》。

2021.03.30/07.08

该报道为《人民日报》“自然之子·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系

列报道首篇文章，描述了张希良教授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践行清华人使命担当，带领团队为我国低碳能源转型和气

候治理作出重要贡献的故事。

《人民日报》刊发了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

良教授的人物报道《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总体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张希良——努

力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2021.08.26

段茂盛研究员以“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与未来展望”

为题，对中国碳市场进行权威解读。
中国电力网报道

3E 研究所副所长段茂盛研究员担任三峡集
团“碳达峰、碳中和”系列专题讲座首期
开讲嘉宾。

2021.08.04

张希良教授出镜央视《焦点访谈》节目，
谈及碳交易如何助力碳减排。

2021.09.14

张希良教授接受 Nature 采访。

2021.11.22

《贵州日报》

3E 研究所副所长刘滨出席“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主题论坛，
并作主题演讲。

202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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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本届会议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张希良教授与大会主办方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国

创会）碳中和智能化产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肖炘教授，共同召集主持了“中美气候变

化合作专题对话会”，以及线上直播的第十研讨会“碳中和：

新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并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和题为《碳

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与机制创新》的报告。

张希良教授发表主旨演讲，简要介绍了中美两国，以及全

球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路径，提出了未来中美合作的

4 个领域：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相关技术；碳捕获与封

存（CCS）及碳移除技术；《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

国际低碳技术转移。

该联盟汇聚了超过 30 家内地与澳门各行业龙头企业、专业

团体、学术机构为成员单位，以期与酒店、旅游及建筑业

界共同努力，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区域交流，共同宣传低

碳及环保意识，分享最佳实践操作，制定、落实并执行减

排目标。

新华社、潇湘晨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

澎湃等多家媒体报道

《澳门日报》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应邀参加第六届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3E 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应邀出席 
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

3E 研究所与“低碳绿色酒店发展联盟”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于澳门特别行政
区举行“国家‘双碳’目标讲座”。

2021.12.04

2021.12.19

2021.12.04

2021 年，3E 研究所持续推动信息传播工作。

中文网站改版上线，英文网站闪亮登场；新版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

经济研究所”公众号与大家见面。

网站及公号上线以来，访问量及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和感兴趣公众搭建起信息交流共享平台。

http://www.3e.tsinghua.edu.cn/cn/
网址 扫码关注公众号

传播平台建设

COMMUNI-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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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坤
名誉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系

统工程和应对气候变化。

张希良
所长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低 碳 能 源 转

型、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

化政策与机制设计等。

团队成员

TEAM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路径与政策。近期研究兴趣为负排放

技术评估以及地区碳中和路径研究。

顾阿伦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系统优化、温

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气候变化政

策与机制设计等。

陈文颖
副所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环境经济系统

模型、气候变化减缓技术评价与对

策研究等。

郭偲悦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部门应对气候

变化与低碳转型路径。

段茂盛
副所长、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与战略，尤其是国际和国内碳市场、

碳税政策等。

刘滨
副所长、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低碳发展与技术合作、地方低碳试

点政策和国家氢能发展战略研究等。

专职教师

常世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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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传一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和碳减排政策
的经济影响分析、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转型及节能减排技术升级的经
济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等。

佟庆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碳排放控制决策支持、碳排放配额
分配理论与方法等。

欧训民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管理和气候政
策、低碳技术战略、全生命周期分
析和交通能源战略。

王海林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系统分析与应
对气候变化对策研究。

滕飞
副所长、长聘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综合评估模型、能
源系统分析、全球及国内气候政策
与治理等。

王宇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碳能源转型、可
再生能源政策、气候变化政策评估
与设计等。

翁玉艳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环境经济分析、
气候变化政策机制等。

周剑
助理所长、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
碳市场、低碳发展。

张达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学
与政策、针对能源转型问题的系统
建模研究等。

周丽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和能源领
域的关键技术和国家政策。近期研
究重点是国家碳市场总体设计、石
化化工行业配额分配、地区碳强度
下降指标分解、地区碳达峰路径等。

赵秀生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双碳”目标战略、
能源系统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3E 系统动力学模型等。

周胜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模型与能源政
策、核能和氢能政策、全球气候变
化和碳市场。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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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红
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执行副主
任，高级研究专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低碳转型

唐凤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信息
传播及联络专员、清华三峡气候与
低碳中心研究专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传播

李新航
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研究专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尹秀梅 张文婷焦丽艳 何源圆 刘懿璨

研究专员

行政团队

Hongbo Duan, Sheng Zhou, Kejun Jiang, Christoph Bertram, et al. 
Assessing China's efforts to pursue the 1.5° C warming limit. Science 
2021,372, 37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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