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碳”基础研究指导纲要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是我

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双碳”战略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世界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变革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促进能源结构和经

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转变发展理念，立足国情，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科学

理性，依靠科技进步，稳步建立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实施“双碳”战略，将引发广泛而深刻的系统变革，在最大化发展和最小化

排放两个临界点之间实现各要素全方位平衡和协调；需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

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四个基本关系；需要厘清气候-生

态系统、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等多要素互动的复杂网络关

系，优化“双碳”战略布局，重塑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提高“双碳”

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优化能力。

实施“双碳”战略，迫切需要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支撑。

其中，当前面临的基础科学挑战与关键技术瓶颈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具有顶层

战略意义的“双碳”路径选择和优化；支撑顶层战略的政策与管理体系构建；支

撑战略决策和行动计划的科学原理与科学数据；具有核心地位的能源结构重塑；

基于新型能源体系的产业结构重构；适应能源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环

境优化。



为应对以上挑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前期布局的基础上，特制定

《“双碳”基础研究指导纲要》，旨在加强上述六方面的基础研究，为优化完善

“双碳”战略路径、全面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基础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

科技支撑。

《“双碳”基础研究指导纲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进行广泛调研、深入研讨完成的，旨在统筹全委前期和未来的资助布局，引导

各科学部深入凝练关键科学问题，科学遴选优先资助方向，着力促进多学科交叉

和研究范式变革，为今后的项目资助提供方向性指导。该指导纲要也可能会随着

环境目标的推进和技术路径的发展有所变化和调整。

一、“双碳”战略路径选择

总体目标：

围绕“双碳”目标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和优化等关键科学问题，

建立健全全球-全国-区域-地方多层次经济社会复杂系统战略路径选择的理论与

方法体系，提升随时可根据技术和资源可及性科学优化“双碳”战略路径的能力。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全球视野下的“双碳”目标与路径措施：国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的最佳路径；因地制宜的、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的“双碳”现实路径分析等。

（2）现有能源结构、科技和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潜在路径：实现“双碳”目

标的各主要路径的碳足迹、碳成本和碳效应评价模型构建；高碳领域的低碳发展

路径；低碳领域碳排近零发展路径；固碳端负碳化发展路径；多路径耦合的储能

技术路径量化调控研究等。



（3）“双碳”目标变革性技术与发展路径：面向“双碳”目标的现实综合

路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路径；新能源高效安全利用的变革性技术路径；各种先

进储能技术的基础研究及技术比较等。

（4）“双碳”路径预测与动态优化：“双碳”路径新研究范式的构建；多

层次多要素相互作用复杂网络构筑；预测系统与路径动态优化研究。

二、“双碳”政策与管理

总体目标：

围绕实现碳中和的成本、效益、风险及激励约束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不同“双碳”战略路径下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政策与管理体系，

探索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提升基础治理能力。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综合影响评估与数值模拟：碳排放与社会经济互馈机理；碳减排的社

会经济影响评估；极端气候和天气事件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面向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气候-经济复杂系统综合评估建模及数值模拟等。

（2）碳中和经济政策与管理：碳社会成本评估；碳定价及监管机制设计；

碳减排产业组织；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宏观经济周期与碳减排协同管理；碳减排

中的社会公正等。

（3）碳中和技术政策与管理：碳移除技术政策；商业模式与监管机制；颠

覆性能源技术政策；碳中和技术标准和规范管理等。

（4）碳中和实施方案设计：区域协同减排方案与激励机制；重点行业协同

减排方案与激励机制；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方案；碳减排与保障经济

社会安全协同等。



（5）气候适应策略研究：气候适应能力评估和宏观策略；企业和居民适应

行为及策略；气候适应技术与政策管理等。

（6）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国际碳泄露评

估及对策；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国际低碳技术和资金政策；碳中和法律法规体

系建设等。

三、科学原理与数据

总体目标：

围绕气候变化与碳循环的互馈机制及气候变化的敏感度等关键科学问题，构

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双碳”观测与数据系统，发展新一代地球系

统模式，实现碳排放空间的准确预估，为“双碳”战略路径的选择和优化提供支

撑。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双碳”背景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敏感度；气候弹性与阈值；碳

中和措施的气候效应；“双碳”路径对未来气候的影响等。

（2）碳循环及其与气候变化的互馈：自然碳汇的形成与维持机制；碳循环

与气候变化的互馈机理；不同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不同温控目标的排放空间评

估等。

（3）新一代地球系统模式：基于多层次复杂结构网络的新一代全球及区域

地球系统模式关键子系统研发；数据同化方法与相关技术研发；通用支撑技术研

发等。

（4）观测与数据：陆地碳循环参数立体化观测；海洋和近海碳循环参数立

体化观测；温室气体观测与反演；排放因子数据库及高分辨率排放清单等。



四、能源结构重塑

总体目标：

围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构建和优化等关键科学问题，突破可再生

能源规模发展、核电安全高效利用、智能电网调控、各类储能等关键技术背后的

基础科学瓶颈，研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能量储存和转换特性的材料与器件，

支撑从化石能源为主向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高效生产及大规模并

网构建的理论与技术；滤储、电网智能高效调控体系构建；多能互补模块化体系

构建；多能多附加值利用原理；地热资源高效利用原理等。

（2）核电共性关键技术：低品位核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高性价比核安全

体系构建；利用可控高反应性快中子干式核嬗变-增殖-产能的可调燃烧机制；核

燃料全闭环循环体系构建；抗快中子辐照材料研制；可控热核聚变机制；高效热

发电原理等。

（3）氢能等二次能源与低碳化工协同体系构建：化石能源低碳高效制氢原

理；氢能“制储输用”一体化产业体系构建及关键材料研制；高效经济的氢燃料

电池的过程机理；高值流程制造业体系构建等。

（4）电网调控及储能配套理论：水力智能电网调控原理；水电快速启动、

经济长寿固定电池机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智慧调配机制；电热氢多源储能系统

构建理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途径等。

（5）移动储能电源及交通应用：移动电池的高效安全利用原理；锂资源高

效开采理论；高效储能材料研制；高效相变储热材料研制等。



（6）能源资源综合开发与固碳：陆相油气等能源资源高效勘探开发原理；

煤炭清洁化利用机制；二氧化碳高效驱油机制；地质碳捕获与碳封存原理；水电

资源综合开发原理等。

（7）碳中和能源结构动态优化：重大变革性技术预判；能源革命关键技术

评估；转型风险评估与关键环节优化等。

五、产业结构重构

总体目标：

围绕碳氢氧化学键重构、工艺过程与系统、材料结构调控、电气化流程、智

能化管控等关键科学问题，以绿色碳科学理念及多层次、多尺度研究范式，探索

石化、冶金、建材、交通等产业的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机制与转型路径，实现基于

未来能源结构和供给方式的产业重构与技术突破。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低碳流程工业：低碳化学化工过程耦合机制；绿氢炼化流程调控机制；

碳基资源催化转化机理；电化学零碳负碳机制；全废钢电炉流程高能效与品质耦

合原理；低碳流程再造的物化原理与调控机制等。

（2）低碳建筑体系：碳酸盐分解耦合原位还原机制；绿氢及生物质燃料替

代过程机制；冶金废渣利用机理；柔性智能碳中和建筑设计与运行维护机制等。

（3）绿色交通体系：车辆体系能效提升与减排策略；新能源汽车关键材料

与系统优化机制；基于交通大数据的运输结构优化机制等。

（4）产业低碳转型路径：产业低碳转型新技术路径选择策略；氢基流程与

电气化流程变革路径；智能控制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全产业生态系统等。



（5）碳化工与碳利用：基于绿色合成理念的人工光合作用机制；二氧化碳

化工转化途径机制；生物质碳氧结构联用高效定向转化；熔盐电解耦合固碳机制

等。

（6）低碳工业智能化：大数据和机理分析相结合的工业碳排放智能预测与

溯源；生产全流程智能低碳运行控制机制；工业低碳制造的协同优化机制；重大

耗能设备智能低碳运行控制机制等。

六、生态环境优化

总体目标：

围绕“双碳”目标、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互馈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生态系统碳汇巩固和提升的科学原理及适应能源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优

化措施，评估“双碳”目标下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

和人群健康效益等。

重点领域与优先方向：

（1）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精准计算及预测：陆地生态系统（森林、草地、农

田、灌丛）全组分碳源汇的精准评估与比较；人为管理措施下和气候变化背景下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潜力评估等。

（2）陆海生态系统碳汇稳固：生态系统碳汇的稳定性及维持机制；生态系

统碳循环动态过程与驱动机制；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碳汇功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碳汇巩固协同的理论与技术原理等。

（3）陆海生态系统碳汇提升：生物和生态系统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前沿技

术；区域生态工程增汇原理与效应；生态工程增汇技术的模式系统集成；生态工

程增汇效益及区域示范；碳汇国土空间管理的科学基础等。



（4）治污增碳和减污降碳协同：固碳减污微生物分子机制及应用设计；农

业“双减”与“双碳”关系；农业种植系统减排增汇与粮食安全；海洋污染防治

与蓝碳增汇原理与技术；城市污染防治与降碳增汇等。

（5）“双碳”目标与生物安全：植物高效光合固碳机制与分子设计；新型

高光效生物碳捕获与利用；生物入侵和迁移与碳汇；有害生物流行与碳汇；“双

碳”目标下的生物安全评估等。

（6）“双碳”目标与人类健康：碳中和与人类健康收益及潜在风险；碳中

和行动的新型污染物的健康危害；人群病原生物流行的监测及健康风险预警评估；

极端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风险等。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实现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长远目标与短期措

施、政府与市场等多层次复杂网络系统的优化与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