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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围绕碳中和布局战略产业欧盟围绕碳中和布局战略产业
—— 全 球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全 球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 ①①

翁东辉翁东辉

欧盟紧紧围绕战略产业布局稳步施行气候政策，分步骤

分阶段实现碳中和目标，欧洲各国政府、企业与公民在促进碳

中和上也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同时，通过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

的新兴产业投资和能源转型，有助于解决欧元区“饱和型”社

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创造新的投资和市场机会。

近年来，欧盟紧锣密鼓地推出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一系列

重大气候政策相继出台，而且保持连贯性、目标明确、措施针

对性很强。例如，2019 年 12 月份，欧委会推出《欧洲绿色协

议》，这是针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制定的纲领

性政策文件。这也是欧盟向世界郑重承诺减排目标，即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并争取达到 55%（以 1990 年

为基准），以确保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到了 2020 年 9 月份，

欧盟提出《欧洲气候法》立法提案，并于今年 6 月份通过批准程

序，以法律形式确立欧盟 2030 年减排目标和 2050 年碳中和目

标。在完成立法程序基础上，今年 7 月份，欧委会最终出台酝

酿已久的一揽子环保实施方案，“Fit for 55”旨在推动欧盟经

济、社会和工业领域的绿色转变。该一揽子提案是基于欧盟

已有的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包括修订 8 部现有法律并提出 5 个

新倡议，涉及气候、能源和燃料、交通运输、建筑、土地利用和

林业领域。

从能源转型方面看，欧盟政策措施是一个不断升级换代

的过程，同时，相应的产业政策也逐步明晰。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盟制定了第一代能源改革方案，解决能源部门的分拆

问题；随后在 2000 年年初制定了第二代改革方案，促进可再生

能源发展和跨区电力交易；在 2009 年年底，第三代能源改革方

案出台，为欧盟内部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制定了规则；到了 2011

年，欧盟发布了《能源路线图 2050》，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新建

能源基础设施、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储能容量以及促进科研

技术创新等措施，到 2050 年实现欧盟经济去碳化目标；2014

年，欧盟制定了《2030 年气候与能源框架协议》，要求到 2030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27%，能源效率提高 27%，温室气

体排放降低到 1990 年排放水平的 40%，欧盟内部电力市场互

联比例达到 15%；2018 年 6 月份，该能源框架协议再次更新，将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例的目标定在 32%。

其中，欧盟设立了智能电网技术创新平台，针对输电网运

营商制定了 5 类 21 项技术创新发展目标，并且明确规划了未

来电池储能设备的装机容量，预计在分布式发电场景下，欧洲

纯电动汽车数量将达到 7750 万辆，电热泵和混合动力热泵数

量分别达到 3466 万台和 2167 万台。另外，欧洲可再生能源发

电和核能发电增长较快，截至 2019 年统计，欧洲清洁能源装机

新增容量为 3527 万 kW，总装机容量达到 5.73 亿 kW，占全球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的 22.6%。

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占欧盟碳排放量的 75%，因此加快向

更绿色能源系统的过渡和转型至关重要。欧盟计划到 2030

年，生产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占总能源使用量的 40%。

从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看，欧盟把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作为减排的主要抓手之一。今年 7 月份的新提案要求新车和

货车的排放量从 2030 年开始比 2021 年的水平下降 65%，在

2035 年实现汽车净零排放，同时规定各国政府加强车辆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

欧盟各国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汽车及货车排放标准，规定到

2035 年停止销售新的汽油、柴油和混合动力车型，这意味着最

迟到 2035 年就将彻底淘汰汽车内燃机，传统车企因此纷纷转

向。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表示，计划至 2030年汽车销售

额的 70%都来自电动车；宝马计划至 2025年推出 25款新能源汽

车，其中至少包括 12 款纯电动汽车；奥迪则宣布未来将停止研

发汽油或柴油发动机，并在 10 年到 15 年后彻底转向电动车的

研发和生产，到 2025年所售车辆的三分之一是新能源汽车。

除了整车以外，欧洲车用电池也迎来新气象，目前已有 38

家电池制造商，预计到 2025 年欧洲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动汽

车 电 池 供 应 地 ，其 产 能 预 计 达 到 460GWh，2030 年 达 到

1140GWh，可满足欧洲市场所售 90%的电动汽车需求。另据

6 月份统计，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 7 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9.1 万辆，环比增长 34.8%，一

些国家单月销量创历史纪录，增长迅猛。

欧盟碳中和目标雄心勃勃，其减排路线图下的战略产业

发展前景也颇具吸引力。据测算，如果欧盟想在 2030 年实现

减排目标，仅清洁能源这一项就需要约 1.2 万亿欧元的投资。

这块大蛋糕怎么分？此外，长期以来，欧盟正是利用碳市场，

使碳价发挥作用，让传统行业尤其是电力、汽车行业的碳排放

量迅速下降。例如新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将于 2026 年起对

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涵

盖水泥、钢铁、铝、肥料和电力五大行业。欧盟现有的碳配额

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已使企业为污染承担的成本升至

创纪录水平，碳价格也在节节升高，未来围绕碳关税的博弈会

更加激烈。危中寻机，欧盟气候政策对于欧洲以及全球相关

产业发展和技术趋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也提供了巨大

商机。

埃森哲推出“智赢”（SynOps）人机协作平台——

智能运营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袁 勇

植物肉何时能受到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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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紧紧围绕战略产业布局稳步施行气候政策，分步骤分阶段实现碳中和目标，欧洲各国政府、企业与

公民在促进碳中和上也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欧盟气候政策对于欧洲以及全球相关产业发展和技术趋势具

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也提供了巨大商机。

引入并优化超过 14 万名各领域技能人才以及 1.2 万

余个自动化解决方案，在超过 65 个分析应用程序和 45 个

人工智能顾问协助下，可以准确知晓客户业务哪些部分需

要改进。这是记者近日在埃森哲大连交付中心见到的一

款名为“智赢”（SynOps）的人机协作平台所具备的能力。

通过这一平台，埃森哲帮助众多企业客户实现智能运营。

埃森哲最新发布的《2021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

告显示，运营效率不高是制约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因素之一。埃森哲调研发现，79%的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信

息和数据协同严重不足，76%的企业在生产、运营方面对人

工依赖程度较高，75%的企业创新速度太慢，难以抓住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74%的企业缺乏由实时数据和洞察驱动

的智能决策体系。

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埃森哲智能运营事业部亚太、非

洲、中东总裁李惠红表示，运营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基底和核心，智能运营能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保持业务

韧性、敏捷性和转型能力，相比传统运营，智能运营给企业

带来的投资回报率要高 3 倍至 4 倍。

埃森哲认为，企业实现智能运营分为四个阶段，包括

稳定运营阶段、自动化运营阶段、智慧运营阶段及智能运

营阶段，分别对应稳定交付运营、高效运营、可预测运营及

未来模式的运营。在每个阶段，企业均需要依托一套技术

来提高效率和洞察力，逐级提升能力并加速获取业务成

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企业管理层的支持以及专业化的

员工团队。

实践表明，要实现企业的智能运营，财务运营的智能

化和人力资源运营的智能化正变得越发重要。

埃森哲大中华区智能运营事业部总裁岳彬认为，在外

部环境和企业转型的多重压力下，企业 CFO（首席财务官）

需要承担起更多责任和角色，企业财务运营智能化的需求

空前迫切。

“CFO 是企业经济价值护卫者，领导高效且有效的财

务职能，为企业提供预测性洞察；他们是企业价值架构师，

推动企业各业务单位协同，促进全企业范围的合作；他们

还是数字战略驱动者，通过数据洞察，为新商业模式创造

洞察力，实现新价值。”岳彬说，“埃森哲的调查显示，72%的

CFO 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要，但许多 CFO 仍在依

赖过时的工具”。

通过应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优化核心功

能，CFO 可以运行高效、合规的财务职能。基于自动化和

人工智能的智能运营，企业的运营流程也将改变，通过数

据洞察实时帮助管理者制定决策。

与 CFO 类似，CHRO（首席人力资源官）也面临着推

动人力资源管理运营智能化的挑战。埃森哲发布的《再塑

人力资源，成就未来企业》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仅有

14%的受访企业对员工的数字成熟度表示满意。超过 80%

的中国企业认为，要重塑人力资源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

创新。

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咨询董事总经理陈继东表示，

目前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再塑进程相对缓慢，人力主管话语

权弱、团队数字化程度低、业务需求解构难和员工工作需

求日益多维等多重阻碍都在限制人力资源团队的转型。

在疫后新常态下，通过数字化挖掘员工潜力，实现人力资

源新角色及职能转型，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步。

图为埃森哲大连交付中心外景图为埃森哲大连交付中心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最近，麦当劳宣布将从下月初开始在美国

全国范围内的特定餐厅测试植物肉汉堡 Mc-

Plant， 这 也 是 植 物 肉 进 军 连 锁 餐 厅 的 又 一

尝试。

近几年，植物肉成为热门赛道，资本不断涌

入，企业加码布局。除了 Beyond Meat 和 Im-

possible Foods 等“老玩家”，嘉吉、雀巢等全球

知名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进军植物肉市场。在

国内，有智库统计，2019 年 7 月份到 2021 年 8 月

份，中国植物基食品初创品牌累计获得 48 次融

资，总金额超过 12 亿元。从全球范围看，40%的

食品和餐饮巨头都建立了自己的植物肉团队。

然而，资本热捧和疯狂营销的背后，却是用

户冷对。在餐厅和网红店，植物肉产品的点单

率较低。植物肉，究竟是新趋势还是智商税？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得知道植物肉究

竟是什么。植物肉主要是以大豆、豌豆、小麦等

谷物中提取的植物蛋白为原料，经过一系列“仿

真”加工工序制成，具有一定的动物肉质地和口

感，属于人造肉的一种。有研究显示，植物肉与

真肉相比，脂肪含量低 70%，卡路里低 65%，而

且胆固醇为 0。从这一点上看，对于“三高”等

人群，植物肉确实有一定优势。

但目前，植物肉占全球肉类消费的比例很

低。资本热捧加上疯狂营销，植物肉却“叫好不

叫 卖 ”。 究 其 原 因 ，主 要 有 两 点 ：不 好 吃 、价

格高。

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植物肉的嚼劲、口感和

口味与真正的动物肉还存在巨大差距，其吸引

力必然大打折扣。此外，植物肉高昂的售价，也

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目前市面上，植物肉

的售价普遍比普通动物肉贵出一倍。以星巴克

为例，一份植物肉牛肉卷要卖到 59 元，而普通

牛肉卷只要 39 元。植物肉目前在市场上还属

于小众食品，远没有走上大众餐桌。

不过，从长远看，随着肉类产品需求量提升

和绿色健康生活概

念普及，植物肉还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空

间。但在此之前，

植物肉行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技术迭

代过程，需要不断提升口味和口感，大幅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要不断刷新消费者

的认知。当植物肉生产技术和产品有压

倒性优势时，消费者自然会改变消费习

惯，更愿意为其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