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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背景 

《ITF交通运输展望2021》提出了至2050年未来30年的全球运输需求情景。该展望涵盖了客运、货运以及

所有运输方式，包括不同条件下的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详细预测，允许评估未来运输活动对气候变化的

潜在影响。 

该版分析了Covid-19疫情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的影响，以及运输系统在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中的作用。不同

的情景模拟了因疫情引起的潜在长期变化，并将其与交通脱碳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连接。该展望指出了一系

列针对确保于后疫情时代，在城市、区域和全球层面有效及公平地过渡至可持续交通的至关重要的政策行

动。  

该展望模拟了三种不同的情景。“复苏情景” 系代表世界当前的努力，并将其推至2050年。“重塑情景” 为假

设各国政府将实施超越现有的、更雄心勃勃的去碳化政策。“重塑+情景” 则为假设在重塑情景之上，政府

还利用了由Covid-19疫情所带来的运输脱碳的机遇。 

结论 

在反映当前努力的轨迹下，总交通运输活动到2050年将比2015年增加一倍以上。旅客运输将增加2.3倍。

货物运输将增长2.6倍。总需求的增长比上一版展望的预测要慢，当时预测将有三倍的增长。未来几十年的

需求增长放缓反映了对经济增长不太乐观的预测和2018/19年度做出的新脱碳承诺。未来的交通运输需求

将反映Covid-19后疫情时代复苏路径的不确定性，使得强有力的预测变得困难。然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

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将转化为更多的运输需求。 

目前的交通去碳化政策不足以使客运和货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到2050年，即使今天的交通去碳化承

诺得到充分落实，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增加16%。这些政策带来的预期减排量将被交通运输需求的增

加远远抵消。  

相比之下，更雄心勃勃的交通脱碳政策能使2050年的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5年减少近70%。这样的减

排使得《巴黎协定》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C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将需要采取更多和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以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将交通运输活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方式，提高能源效率，并迅速扩大电动汽车和低碳燃

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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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心勃勃的去碳化议程下，城市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5年的水平可减少80%。城市高密度的人口

、服务及基础设施使其得以转向低排放或零排放的交通方式，并实施有效的需求管理，从而达到较现有轨

迹少22%的城市交通活动。 

区域和城际客运较难实现脱碳。然而到2050年，若实施正确的政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低于2015年水平

的一半。与城市交通相比，管理航空旅行、长途汽车旅行或区域铁路旅行的需求更具挑战性。将出行需求

在可能的情况下转向可持续方式、提高车辆效率和改进燃料技术等措施都必须在扭转非城市客运排放的增

长趋势中发挥作用。 

货运活动的强劲增长要求我们更加关注货物运输的去碳化。 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到2050年，货运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将比2015年高出22%。尽管增度缓慢，货运在所有交通排放中的份额将继续增长。相比之下，

若能透过政策来推动货运整合，加强供应链的合作，推进标准化，并在整个行业推广低碳技术，货运的绝

对排放量可比2015年减少72%。 

透过鼓励行为改变和驾驭疫情经济复苏刺激方案，以快速推进交通的去碳化可大大加快向可持续交通的过

渡。而将经济复苏与交通脱碳化连结起来可使《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更快、更有把握地实现。 

脱碳化政策不应该给一部分公民带来不成比例的负担。谨慎执行政策以避免负面的分配效应是至关重要的

。不太富裕的群体和地区承担了大部分由于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成本以及由较富裕人口的出行选择所产生的

负面外部因素。气候行动应以加强社会公平为目标，而不应该使弱势群体的情况变得更糟。加强对改善交

通可达性的关注能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提高出行的有效性从而减少排放，并使公民更容易获取资源和服

务的机会。 

政策见解 

调整Covid-19复苏计划，以振兴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社会公平性 

在后疫情时代，交通政策应追求三重目标：帮助经济复苏，减少环境损害，确保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结果。

统一该目标将有助于建立公众对这种重大干预措施的支持，且将使它们更具成本效益，更容易快速实施。

从Covid-19危机中复苏，为结合经济发展与改变交通行为和扩大低碳技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从而进

一步提升机动性解决方案来改善交通，并为公民增加机会。 

实施更加雄心勃勃的政策，以扭转运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在当前的政策下，交通运输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继续上升而非下降。由世界人口增长和日益繁荣创造的

新交通需求将超过预计的减排量。然而，正确的政策可以打破经济增长和运输排放之间的关联。这些政策

可以创造激励机制来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将出行转移到可持续方式，并改进车辆技术和替代燃料。在《巴

黎协定》下修订2021年国家自主贡献时，各国政府必须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用具体的政策来支持这些目

标，并通过利用Covid-19复苏计划来加速及深化交通去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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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交通部门制定反映其具体脱碳潜力和挑战的战略 

交通运输业的不同分支需要不同的脱碳化方法。并非所有 "避免、转移和改善 "的战略都以同样的方式适用

于整个行业。城市客运可采用所有这三种方法，通过缩短旅行距离、提供非机动出行选择和实现公共交通

的高用户量来大幅减少排放。反之，区域和城际交通的脱碳化将需更多地依靠技术改进，因为非城市交通

的需求较难管理。货物运输可以通过低碳技术、合并负载、缩短供应链以及加快数字化和标准化来优化活

动，从而更好地减少需求和排放。 

支持创新以加快运输脱碳所需的技术突破 

技术进步是有效实现交通脱碳的关键，特别是在其他较难脱碳的领域。减少机动化出行的能源消耗需要对

清洁车辆和燃料进行投资。提高碳密集型交通工具的价格可以鼓励人们转向低碳的替代方式。投资公路运

输的充电设施可以增加消费者对零排放车辆的信心。购置补贴可以使清洁交通变得更加实惠，从而加速转

型。数字化创新可以使得公共交通、其他共享移动服务和货运物流更有效地运作。 

将优先权转移到改善可达性  

将政策的重点从提高机动性转向改善可达性能有效实现从减缓气候变化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等多个目

标。交通规划往往将增加运力与改善可达性混为一谈。然而，更多和更远的出行并不意味着公民可更轻松

到达他们需要的目的地。为公民服务的交通规划需要考虑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地，并注重公民与交通方式

的连接程度。  

加强与非交通部门以及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合作 

交通的去碳化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可持续交通的实现得依靠清洁能源的生产

。一个绿色的电网决定了电动汽车能否真正实现无排放。反之，低碳运输是可持续贸易和旅游业的核心。

运输服务的数字化为更有效的路径选择、资产共享和数据做为决策依据创造机会。在新的出行市场中，政

府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使新服务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和外部成本最小化。最后

，整合土地使用决策和交通规划可以减少交通需求，同时改善公民的可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