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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各行业必须采用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工艺，加快脱碳进程。
钢铁、铝和航空等占全球碳排放量 30%以上的重工业正在大力推进脱碳。随着气
候风险的加剧以及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以内的窗口期已临
近关闭，加快广泛和大规模利用气候技术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利利用用气气候候技技术术的的挑挑战战 
尽管在开发创新气候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大多数技术仍处于商业化
前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巨大的资金缺口、规模化方面的挑战以及风险
有关数据的缺乏。 
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资助气候技术创新和展示。但是，从演示和早期
部署阶段开始为试点项目提供资金这一行动是资本和风险密集型的。正是在这个
阶段——“死亡之谷”——许多潜在可行的技术夭折了，永远无法进入市场。填补
这一缺口需要大量私人资本，仅仅依靠公共资本是不够的。 
大规模展示和利用新兴技术还需要新的经营方式，以及对传统商业化途径的改变
——特别是技术准备就绪水平(TRL)框架(图 1)，该框架没能捕捉到阻碍气候技术
市场准备就绪的许多风险。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跨部门合作来评估和管理风险，从
项目的早期阶段，到吸引投资者，加快执行速度，并最终实现规模化。 
 

表表 1：：传传统统的的技技术术准准备备就就绪绪水水平平框框架架和和死死亡亡之之谷谷 

 
来源：修改自 NASA 

 

  

气气候候科科技技促促进进工工业业脱脱碳碳：：保保险险的的强强大大作作用用 

研究摘要 

2024年 4月 

 

Maryam Golnaraghi，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总监，日内瓦协会 

 
要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各行业必须采用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工艺，加快脱碳进程。
钢铁、铝和航空等占全球碳排放量 30%以上的重工业正在大力推进脱碳。随着气
候风险的加剧以及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以内的窗口期已临
近关闭，加快广泛和大规模利用气候技术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利利用用气气候候技技术术的的挑挑战战 
尽管在开发创新气候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大多数技术仍处于商业化
前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巨大的资金缺口、规模化方面的挑战以及风险
有关数据的缺乏。 
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资助气候技术创新和展示。但是，从演示和早期
部署阶段开始为试点项目提供资金这一行动是资本和风险密集型的。正是在这个
阶段——“死亡之谷”——许多潜在可行的技术夭折了，永远无法进入市场。填补
这一缺口需要大量私人资本，仅仅依靠公共资本是不够的。 
大规模展示和利用新兴技术还需要新的经营方式，以及对传统商业化途径的改变
——特别是技术准备就绪水平(TRL)框架(图 1)，该框架没能捕捉到阻碍气候技术
市场准备就绪的许多风险。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跨部门合作来评估和管理风险，从
项目的早期阶段，到吸引投资者，加快执行速度，并最终实现规模化。 
 

表表 1：：传传统统的的技技术术准准备备就就绪绪水水平平框框架架和和死死亡亡之之谷谷 

 
来源：修改自 NASA 

 

  
1



保保险险/再再保保险险公公司司尽尽早早参参与与的的好好处处 
保险/再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风险工程咨询服务，在帮助加速气候技术部署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日内瓦协会对保险业高管的一项调查表明，保险/再保险公司
尽早参与气候技术项目——从演示和早期部署阶段开始——至关重要。 
 
在行业层面，这将加强数据共享，并允许保险/再保险公司增加在这一领域的知
识；促进识别风险评估的数据需求和监测要求；加强保险/再保险公司与气候技
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随着技术的成熟，让保险/再保险公司接触更多的项
目；允许开发“项目池”，以更好地转移和分散风险；帮助识别特定技术的保险需
求，以进行产品创新；加快制定风险管理标准、指导方针和业务守则。 
 
在项目层面，保险/再保险公司的早期参与将确保风险得到更全面的考虑、评估
和管理，以提高项目的可保性，并可能缩短获得保险的尽职调查期。通过在选定
和批准项目地点之前参与，保险/再保险公司可以就诸如在何处和如何建造设施，
以及考虑何种风险缓解策略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可保性等决策
提供重要反馈。 
 
重重新新思思考考气气候候技技术术开开发发和和融融资资的的传传统统方方法法 
正在采用的努力加强气候技术融资和部署的方法： 
• 项目融资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项目复杂性和大量资本需求。 
• “技术采用准备就绪程度”(ARL)框架，由美国能源部(DoE)推出，作为 TRL框架
的补充，确定了 17个阻碍市场准备就绪的风险(表 1)。 

 

负担得起的保险解决方案对于气候技术进入市场、确保融资和管理项目负债至关
重要。评估新气候技术的可保性条件和制定保险解决方案既复杂又耗时。在早期
阶段，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大程度的风险分担可能促进结构化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
发展，并根据风险偏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各方之间更好地分配风险，从而吸引
更多资本并确保最佳风险融资。随着技术的成熟、部署的增加和标准的制定，可
保性将会提高，从而使保险公司能够在整体风险池中承担更大的份额。特定风险
可能无法通过商业保险市场投保，需要其他干预措施。 

 

表表 1：：将将保保险险包包含含为为市市场场准准备备就就绪绪的的关关键键要要素素的的技技术术采采用用准准备备就就绪绪程程度度框框架架 

 
来源：修改自 U.S. D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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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保保性性准准备备就就绪绪框框架架——从从保保险险角角度度看看待待气气候候技技术术风风险险 
为了帮助从保险角度看待气候技术项目的风险，日内瓦协会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
合作制定了一个新的“可保性准备就绪框架”(IRF)。IRF 将风险分为七个与保险相
关的类别，并说明了它们与 ARL 框架(表 1)中确定的风险之间的关系。这些类别
是：1)技术风险；2)项目信息和组织风险；3)法律、财务和合规风险；4)地理位置
的自然气候风险；5)业务中断和供应链风险；6)长期风险；7)环境、社会和治理
风险。 
对于这七个类别中的每一个，IRF都规定了气候技术利益相关者在与保险/再保险
公司进行对话时以及在项目开发人员为风险和可保性评估编写信息时需要考虑
的关键问题。 
在战略层面，IRF将使气候技术利益相关者和保险/再保险公司之间进行信息更充
分的对话，并从可保性的角度帮助识别最具挑战性的风险。它还有助于从商业保
险市场的角度确定可能无法投保的风险。这些风险需要不同的干预措施，例如公
私伙伴关系或政府支持。 
在项目层面，保险要求的透明度将使气候技术项目开发商、其合作伙伴和投资者
能够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识别和解决项目风险，以确保在项目设计中反映保险需
要考虑的因素和降低风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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