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跑线与领导力实践3.0-
参加“奔向零碳”运动所需的最低标准

● 自2022年6月15日起对新申请人生效；
● 自2023年6月15日起对现有合作伙伴及其成员生效。

“奔向零碳”（Race to Zero）是联合国支持的一项全球性活动，号召非国家行为者——包括公司、城市、
地区、金融、教育和医疗等机构——立即采取严格的行动，在本十年内将全球排放量减半，并及时建立一
个更健康、更公平的零碳世界，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所有成员都致力于实现同一个总体目标：根据

科学迅速、公平地减少所有范围的排放，制定透明公开的行动计划、强有力的近期和长期目标，并每年报

告其进展情况。在气候行动高级别气候倡导者Nigel Topping（COP26）和Mahmoud Mohieldin博
士（COP27）的领导下，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成员国的授权，“奔向零碳”动员全
球经济中的参与者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以实现去碳化，让各国政府有信心走得更快更远。

为了帮助加快在2030年前将全球排放量减半目标的实现，并保证活动初衷，“奔向零碳”既为强有力的净
零排放承诺设定了最低标准，也为活动成员们提供了可以为之奋斗的领导实践方针。一个独立的专家同

行审查小组根据这些标准审查所有“奔向零碳”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则负责确保其成员符合标准。与此同
时，“归零竞赛”正在制定一个问责机制，以确保长时间无法达到标准的成员会从竞赛中被除名。

R2Z标准分为两类：
● “起跑线”标准规定了所有成员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如果成员希望加入并留在活动中，则不能低
于该标准。

● “领导力实践”标志着起带头作用的机构组织如何照亮通往净零未来的道路。

这些标准得到三份补充文件的支持：

● 去年首次发布的“解释指南”为EPRG成员和合作伙伴提供了如何评估合作伙伴申请的指导，并
分享了供成员学习以实施这些标准的见解。

● “词典”列出了有关净零实践的关键术语，旨在推动语言使用的趋同，并鼓励使用重要术语的特
殊性。



起跑线 领导实践

承诺 在组织负责人层面承诺尽快实现（净）

零温室气体排放，并最迟在2050年达
到。此承诺需符合科学界的共识，即全

球需要努力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
度以内；并认识到这需要逐步减少和淘

汰所有未减少的化石燃料，作为全球公

正转型的一部分。

设定一个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的中期目标

，需要反映为实现或超越2030年全球二
氧化碳减排50%的公平份额所做的最大
努力。

目标必须涵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

1. 包括企业和其他组织的

范围1、2和3；
2. 包括城市和区域的所有地

域排放量；

3. 对于金融实体，包括所有

组合/融资/促进/保险的排放量；
4.包括陆上排放。

以绝对零排放或净负排放为目标

将排放减少到绝对零度，没有任何剩余的排放，或者更进一步，确保你的活动消除的温室气体大于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更

细节请见词典。

采用具有包容性的界限

扩大你的目标范围，以包括累积排放，特别是当这些排放是重大的（对所有行为者）和/或消费排放（对城市、州和地区）
多细节请见词典。

设定减排和抵消的双重目标

除了减排目标外，还需要通过投资高质量的碳信用额度来逐年补偿任何未消减的排放，披露碳中和的里程碑以证明中和未

消减排放这一承诺的忠于初衷，并说明你的计划会如何在2050年前通过高质量的永久抵消来中和任何剩余的排放。

制定短期减少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具体目标

根据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研究，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至少减少34%。并作出近期承诺，减少其他温室气体的排
放。

保护大自然

承诺停止砍伐森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使你们的活动符合气候适应性发展的要求。承诺使投融资与气候适应性发展相一致

，包括停止砍伐森林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转换，并尊重生物多样性。

为‘突破2030’作出贡献
根据‘突破2030’年或更具雄心和志向的行业目标制定目标。对金融机构而言，使用具体行业目标推动减排，而不是简单地
将投资从高排放行业转移到低排放行业。

计划 在加入后的12个月内，公开披露转型
过渡计划、城市/地区计划或同等计划
，其中概述了如何达到所有其他 "奔向
零碳 "的标准，包括在未来12个月内、
2-3年内和2030年前将采取哪些行
动。

支持全球公正转型

解释你将如何支持受气候影响和转型影响的社区，并加强他们参与实现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半的全球目标，寻求解决不
公正问题并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

融入自然
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相关行业或跨业界的计划、方案和政策。

赋予利益相关者权力

解释你将采取什么行动，使你社区内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有能力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并秉承彻底合作的精神。包括你将
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你的计划中确定你将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气候韧性，并推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
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公正转型。



进行 通过所有可用的途径立即采取行动，以实

现（净）零，并与你的中期目标相一致。酌

情为行业的突破作出贡献。

在您自己的领域/价值链之外做出贡献
除了遵循符合科学的净零排放途径来减少自身排放并中和任何剩余排放外，通过超越价值链/自身行业领域减排努力而
为全球（净）零排放做出贡献。例如购买和收回高质量的碳信用额（减排、避免或抵消），这些碳信用额既不会替代也不

延迟实现承诺所需的减排。

优先考虑排放密集型行业

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现有森林，减少温室气体最密集行业的排放，同时不忽视长期的努力。与 ‘突破2030年’ 的行业目标保持
一致。

扩大气候解决方案的规模

积极发展有助于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活动，如新技术、商业模式、政策方法和社区实践。

为行（商）业生态系统赋能

通过融资、能力建设、知识共享和获取资源等方式，使你的生态系统中的人有能力实施 "奔向零碳"计划。特别对金融机
构来说，要扩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披露 至少每年公开报告中期和长期目标的进

展，以及正在采取的行动。以标准化的

公开格式进行报告，并通过平台向《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属的全球气候

行动门户网站上报信息。

报告价值链或行业领域内外的进展情况

概述价值链内/领域内的减排进展，以及在价值链外/领域外的投资/行动。报告您如何分配资源和实力以实现短期和长期
目标的。

倡导 在加入后的12个月内，调整外部政策和
参与，包括加入协会，以实现到2030年将
排放量减半和到2050年实现全球（净）
零排放的目标。

激活具有雄心的良性循环

积极倡导您的同行、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将其目标和行动与1.5℃限温目标看齐。展示自己充满雄心的计划的实施会如何创
造新机遇，从而激励他人。

将 ’向净零看齐‘主流化
倡导适当的监管和促进措施，以确保向1.5℃限温目标看齐成为所有行为者的默认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