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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双碳”目标下我国交通运输法律规制的现状与优化路径。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挑战，我

国交通运输业作为碳排放大户，其绿色转型迫在眉睫。文章指出，当前规制体系虽初具规模，但缺乏全

局性法律引领，化石燃料依赖严重，减排空间受限。为此，本文倡导构建全面气候变化法，促进能源结

构优化，将减污降碳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法律为基，科技为翼，共筑交通运输低碳未来，助力我国“双

碳”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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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hina’s traffic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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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under “double carbon” goal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warming, China’s transporta-
tion industry as a major carbon emitter, its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imminent.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t lacks the overall legal guidance, 
and the dependence on fossil fuels is serious, and the space for emission reduction is limited. There-
fore,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climate change law, promote the opti-
miza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integrate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to the na-
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la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will build a low-carbon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and help our country achieve the “double carbon” goal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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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这反映出全球各国正

在积极寻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紧迫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设定并实现了碳达峰的

目标，并且正在努力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到这一全球行动中。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作出承诺，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

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做出的这一承诺，不仅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中国的环境法律

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实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求，它不仅需要科技进步来减少碳排放并

改进碳封存技术，还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2. “双碳”视角下我国交通运输法律规制现状 

自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它是国际碳治理体系形成的开端，也是全球各国制定碳中和目标的原始框架[2]。在 1997 年确定的《京都

议定书》中首次提出“碳中和”，同时把减排义务划分为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阵营。2015 年巴黎气

候大会确定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议》提出了 1.5℃温控目标，要求每个缔约方提交国家自主贡献

(NDC)的同时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机制，各国开始建立各自区域内的净零排放气候目标，即碳中和目标

[2]。 
(一) 我国“双碳”相关法律治理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推动全球

气候治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机动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占据了全球排放总量的大约 26%。自 1998 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

并于 2015 年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挑战。

2018 年将“美丽中国建设”与“生态文明”共同写入宪法修正案。2020 年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

法(征求意见稿)》为双碳目标提供了法律基础。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布

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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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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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顶层设计层面规定了“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的行动方案”的要求[3]。同年由国务院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强调了要全面

清理现行的法律法条中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相适应的内容，制定碳中和有关的专项法律，修订调整

现有法律，提升治理整体效力。同年 10 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指出要加

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 + N”政策体系，建立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为总体部署，制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等各个分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与协同保障方案的体系。10 月 24 日由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作为碳达峰阶段性

的总体部署，除了在总体要求与目标上与《意见》保持一致外，也更加聚焦于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实

现，提出了“碳达峰”十大行动以使目标任务具体化[3]。 
(二) 我国交通运输绿色发展的需要 
交通运输业是支撑国家经济的关键行业，它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和推动力。交通运输

碳达峰碳中和的早期定义来自国际学界，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低碳发展方向下体现在交

通运输领域的新发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发展模

式创新等方法提升交通工具效能，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实现交通运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4]。1990 年后交

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然而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化石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5]。根据国际能

源署(IEA)发布的《2020 年能源技术展望》报告，2018 年全球终端能源消费量约为 99.5 亿吨，其中交通

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耗占比高达 29.09%，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占据了全球总排放量的 24.64%。当前，中国

正处于快速的机动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预计交通运输业将继续呈现增长趋势。然而，这一领域

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迫切需要对减排技术和能源消耗结构进行优化调整。2021 年 10 月由国务院发布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规定了“碳达峰十大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处于关键位置。

中共二十大也提出了应当调整交通运输结构等具体内容加快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因此，交通运输业

在低碳发展策略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并且对于维持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至关重要。推动交通运输业向低

碳模式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该行业在能源消耗、环境影响以及对抗全球气候变暖方面的减排需求，同

时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途径。 
(三) 我国交通运输领域双碳目标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其中，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国总排放量

的近三成，成为继工业和建筑业之后第三大碳排放源。一直以来，公路货运都是中国交通领域碳减排的

核心战场。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约为 121 亿吨，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约占 10.4%。在交通运

输领域中，公路交通所产生的碳排放占比超过 80%，其中公路货运的碳排放占 60%以上[6]。在中国快速

发展的机动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预计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长。为达成双碳目标，

2022 年交通运输部修订实施了《绿色交通标准体系(2022 年)》，有力推动交通运输领域节能降碳、污染

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提升。2023 年出台《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

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2022 年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规划了十大关键

工程，包括推动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提升园区的节能环保水平、实施城镇的绿色节能改造等。该方案

设定了到 2025 年的具体目标：全国单位 GDP 能耗相较于 2020 年要降低 13.5%，并且对能源消费总量实

施合理控制。同时，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总量相较于 2020 年也分别减少

8%、8%、10%和 10%以上。这些措施旨在为“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化污染防治工作、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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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运输业实现双碳目标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

碳达峰、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 年前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7]。在追求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巨大的

碳排放总量、紧迫的减排时间框架以及经济转型中的多重困难。达成这些目标，我们不仅需要在技术领

域取得突破并将其应用于实践，还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为减排行动提供法律支持和规范。交通运

输行业必须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这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要措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

节。 
(一) 缺乏统领全局的气候变化法条 
目前，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规范主要基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

措施也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指导和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国尚未完全实现从依赖国家政策和地方立法向建

立国家层面法律和中央政府专门立法的过渡。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主要是中央政

府层面的指导性文件，它们不具备法律效力，也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明确的制度设计。2009 年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虽然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内容多为原则性声明和建议性表述，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无

论是实施气候变化应对法，还是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系统化的法律

体系作为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必然会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的利益调整，尤其是在交通运

输行业中，利益冲突的解决和协调工作尤为重要，这需要法律手段的有力介入和规范。 
(二) 化石燃料仍为主体 
我国当前正坚定不移地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法律框架构建工作，这一举措深刻揭示

了尽管全球范围内对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探索日益深入，但基于化石燃料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汽车、

船舶及部分航空器，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是主流，这意味着汽油和柴油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

碳排放，在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中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构成我国交通运输业实现深度脱碳目标道路

上的重大障碍。具体到能源消耗结构的数据分析，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对汽油、柴油的高度依赖尤为显著，

两者合计占据了近九成(86.1%)的能源消耗比例，其中汽油占 40.0%，柴油占 46.1%，而电力和航空煤油

则分别占据了 1.6%和 12.3%的较小份额[8]。这一数据不仅直观反映了当前能源消费的格局，也为我们指

明了未来法律规制和政策制定的方向。 
(三) 碳排放下降空间较小 
交通运输领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是一项错综复杂且充满挑战的系统性工程，它横跨政府决

策、企业运营及公众参与等多个维度，要求深度整合并协调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科学技术部、公安部等多个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构建起高效协

同的推进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交通运输行业的碳达峰时点普遍滞后于其整体经济的碳达峰

年份，平均滞后时间约为 5 至 10 年不等。这一趋势揭示了交通领域减排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人口国家，拥有超过 14 亿的人口基数，并伴随持续的人口增长趋势，交通运输需求展现出强大

的内生增长动力。据国家统计局及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量年均增长率保持

在 5%以上，预计未来十年内，这一增长态势仍将持续，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居民出行需求多元化

的背景下，交通运输需求增长将更加显著。并且，我国交通运输业正处于基础设施快速完善、服务质量

显著提升及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被誉为“黄金发展期”。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对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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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高要求。据统计，尽管我国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推广清洁能源车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

对巨大的交通流量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空间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4. 交通运输业实现双碳目标的法制规制优化策略 

在追求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我国面临的挑战包括巨大的碳排放总量、紧迫的减排时间框

架以及经济转型中的多重困难。达成这些目标，我们不仅需要在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并将其应用于实践，

还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为减排行动提供法律支持和规范。 
(一) 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立法 
减排和降低碳排放是实现碳排放峰值和中和目标的关键措施。虽然现有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

济法等法律法规对推动减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考虑到法律的专门性、内容的全面性以及制度设计的

精确度，制定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国家层面的专门法律显得尤为必要。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当成为我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方面的核心法律框架。该法律的制定宗旨不应仅仅局

限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应更广泛地着眼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确保气候系统的稳定，并努力消除

工业化进程对气候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应制定一部全面的气候变化应对

法，该法律将明确政府在减排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职责，并利用法律的强制力确保政府采取

切实行动。法律应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促进碳捕获技术的发展，以及增强碳汇能力。同时，法律应建

立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基础上，促进国际间的沟通与协作，保障各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时的权利与义务。此外，法律应包含一系列关键制度，如碳排放标准制度、规划制度、评价制度、监

测制度、核算制度、交易制度、目标考核制度和激励制度，以确保碳排放的有效管理和控制。这些制度

的建立将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 能源节能提效 
2020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印发，其中重点关注了协调化石能源与非化石

能源的关系问题，强调“合理开发”、“清洁高效利用”、“低碳化发展”、“替代”化石能源、“优先

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内容也可谓与双碳目标的要求一脉相承。针对当前化石燃料仍然为主体的问题，一

是调整能源结构来促进能源的转型和替代。对于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我们应该限制其供应和消费，

同时对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合理的调控和规模限制。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提高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

能、海洋能、氢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和效率，实现这些新能源之间的互补以及与化石

能源的协调发展，推动能源的多元化和融合。非化石能源应成为能源发展的首选，以实现能源系统的绿

色和低碳转型。二是加强能源法律体系的建设。这意味着要构建一个以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为核心

的能源法律体系，加强现有法律与实现碳达峰目标之间的协调，淘汰不适应的法规，完善相关制度和标

准，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我们还需要在投资、金融、财税和市场化机制等方面提供法律和政

策支持，以确保碳达峰目标的实现。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为能源的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和

政策保障。 
(三) 减污降碳融入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减污降碳融入国民经济和环境保护的总体规划，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需要将“减污降碳”这一核心理念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使之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在规划国民经济布局时，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同时，增强全社会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重要性的认识，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等多种手段，

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在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将降碳作为核心任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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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植树造林、湿地恢复、节能减排等措施，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促进碳循环的平衡。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还应推动碳减排与大气污染治理的深度融合与高标准发展。这意味着

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确保政策措施既能有效减少碳

排放，又能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形成低碳、环保、高效的经济发展

模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语 

交通运输碳排放具有占比较大、增速快、达峰慢等特点，交通运输碳减排压力巨大，是全球气候变

化及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受制于出行总量不断增长的压力，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仍在不断增

加。“双碳”视角下我国交通运输法律规制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依旧存在统领全局的气候变化法条缺

位、化石燃料仍为交通运输业燃料主体、碳排放下降空间较小的挑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设立应对气候

变化的专门立法、能源节能提效、减污降碳融入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改进途径。由于笔者能力有限，问

题未结合国际视角展开讨论，也未从运载工具、能源供给、运输能耗组成的全产业链出发进行考量，但

作为理论阵地的新兵，我愿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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