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碳技術合作夥伴倡議

首席執行官共同聲明
環顧四周的建成環境，我們可見混凝土獲廣泛應用於不同用途，

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它

是世界上最常用的人造材料，全球平均每年每人使用混凝土達三

噸。

受惠於混凝土的特性（強度、耐久性、熱質量、低廉的價格及原

材料的多樣性），混凝土能夠提高建築環境（如學校、醫院、家

庭、道路、橋梁、隧道、跑道、大壩及汙水管道系統）的可持續性，

因此也大大豐富了建築專業人員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方式。

水泥是混凝土中必不可少的“粘黏劑”。它與水發生反應使集料

（碎石和砂礫）和沙土結合。

生產水泥所產生的碳排放物約占全球人為二氧化碳排放物的5%，

其中：

•	大約 60%的排放來自水泥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原材料，因為從石

灰巖到石灰的碳酸鹽分解過程中所釋放的二氧化碳；

•	其餘 40%來自產發生上述化學反應所需的能量，以及將材料加

熱至 1450℃所需的能量。

承諾長期不懈地努力以減少水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

了解混凝土目前在現代社會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至在未來（應

付城市化及人口流動性的發展需要同時）將繼續發揮同樣重要

功能，並考慮到要減少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所面臨的巨大挑

戰後，數家具前瞻性思維的龍頭水泥企業於 1999年一起成立了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Cement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CSI）。這個組織隸屬於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是一

個由首席執行官主導的項目。

自 1999年以來，緩解氣候變化一直是 CSI策略和工作計劃的核

心，而且已取得相當成果：

•	依照WBCSD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聯合制定並廣受認可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議定書》為基礎，為水泥行業制定了一份通用的能源和

二氧化碳數據報告議定書；

•	建立了最全面的行業二氧化碳排放數據庫，從實現行業對二氧

化碳排放物的嚴格監控（2015是第八個連續報告年）；

•	與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合作，並在

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的財政

支持下，制定技術路線圖，從而：

	 –	確認現有可用和持續發展開發中的技術，包括突破性技術發

展；

	 –	評估各種技術的潛力及所需的實施水平以達到在 2050年溫

度上升幅度維持在 2℃之內。

早在2009年，WBCSD和 IEA就發布了首個行業低碳技術路線圖，

這項突破性的工作成果當時可謂開創先河，成為其他行業跟隨的

典範。

•	通過以下方式擴大這些技術的實施使用：

	 –	與國家和地區水泥行業協會合作；

	 –	招攬更多水泥企業加入 CSI（會員數量已從 1999年的 10家

成員公司增加到 2015年的 25家，預計還會有其他公司陸續

加入）；及

	 –	發展地區技術路線圖（印度、巴西、埃及等），更配合當地

條件以利專註實踐工作。

需要行業內外的共同努力

除了世界各地水泥企業本身的努力以及通過 CSI平台的合作，我

們認為還需要采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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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同制定了此聲明以陳述目標：要在 2030年從基線情境水

平，減低 20至 25%的二氧化碳排放，這個減幅相當於 CSI成員

中最佳表現企業在 2020年的平均減排目標。

為了向這個願景目標邁進，作為以下列水泥企業的首席執行官，

我們廣邀全體水泥行業參與和制定以下行動計劃：

1.	擴張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及能源消耗數據庫的覆蓋範圍，尤

其是在中國（占全球水泥產量的 60%）。

2.	提高水泥生產過程的整體能效水平。

3.	加強優質替代能源和原材料的采集、可用性和使用，包括利用

循環經濟結構，從其它行業取得廢料供應。

4.	進一步減少水泥中的熟料含量，從而將整個生產過程中能源密

集型材料的比重降低。

5.	研制新型水泥，減低其整個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凈排放量。

6.	在本土市場環境中動員整體建築和基礎設施價值鏈，以確認並

最大化水泥和混凝土產品在應用期內所提供的可避免碳排量。

7.	評估跨行業計劃的可行性和價值，特別是關於碳捕集、利用與

儲存（CCS-U）的機會。

這些措施的成功，將取決於決策者是否能夠落實以下措施：

•	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就全球長期氣候變化達成協議，讓商界能夠

進行適當的長線投資。我們對此滿懷期待。

•	加強國際合作，以收集可靠的行業層面能源和排放數據；並開

發生命周期評估（LCA）的相關工具和覆蓋所有建設和基礎設

施的數據庫。我們在 CSI的經驗證明：“所測即所得”。

•	掃除在某些國家（例如中國）仍然存在的數據報送障礙。我們

需要以此確保數據庫信息能更好地代表全球整體水泥行業。

•	制定一項有關適應氣候變化的協調策略，以應對我們即將面臨

的社會挑戰。我們相信適應和緩減同等重要，故應平行發展。

•	審查並修訂區域、國家和地方等各個層面的法律法規，確保政

策鼓勵可替代燃料和生物質的使用。因為沒有普適規律，我們

明白需要靈活配合不同框架條件以確認最有效措施，所以我們

支持各地根據其具體情況而各自制定合適方案。

•	制定、修訂並強化適當的標準、規範和公共采購政策，以推廣

低碳產品。以組分為準的標準往往是引進具有較小二氧化碳排

放產品的最大障礙。

•	促進對創新低碳水泥監管和財政激勵措施的制定。行業是積極

的，但進一步支持至關重要。

•	建立財務激勵機制以資助 CCS-U項目的研究、試點和示範，

形成商業規模示範工廠。事實已經證明，CSI這樣的行業合作

是成功的。我們認為，是時候將此擴大到跨行業合作範圍，我

們一定樂於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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