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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的净零之旅｜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 或 “恒隆地产”，香港联交所股份代
号：00101) 及其附属公司 ( 统称“恒隆地产”) 是恒隆集团有限公
司 (“恒隆集团”，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0010) 的地产业务机构。 

总部设于香港，恒隆地产发展及管理多元化的国际级物业组合，
遍及香港与九个内地城市，包括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天津、
大连、昆明、武汉和杭州（按开业年份排序）。本集团在内地的
物业组合均以恒隆广场“66”品牌命名，定位高端，成功在内地
奠定作为“城市脉动”的领导地位。恒隆地产还因在房地产行业
推动可持续发展举措见称。

关于恒隆地产

关于恒隆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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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恒隆地产首次分析并阐述我们在实现整个价值链的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简称 GHG）净零排放过程中所面临的情景、
挑战与机遇。我们开展此项研究，旨在更深入地了解长期减碳的挑
战和机遇，并以我们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为指引。

在第一章中，我们从 2023 年的排放情况入手，当年的总排放量接
近 1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我们发现，恒隆地产在 2030

年之前有较好的减排基础，这部分得益于我们积极的减碳举措，同
时也因为我们在 2025-2030 年间将大幅减少建造活动。

在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 2030-2050 年期间的减排情景，这一时
期存在更多不确定性。我们引入了详细的、自下而上的脱碳模型，
该模型包含来自多个来源的 1,000多个数据输入，并据此制定了两
条潜在的减排路径：一是以适度乐观假设为基础的“浅绿情景”，
二是基于更为乐观假设的“深绿情景”。为确定每个情景的基线，
我们首先评估了假设“2030 年后不再新增建设”的排放量。随后，
我们又假设在 2030 年至 2050 年期间，以年均 1% 的速度扩展总
建筑面积，以衡量新建项目对排放的潜在影响。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这一分析并非对未来建筑面积增长的预测，而是通过设定一个假设
的增长率，帮助我们评估新建项目可能对排放量产生的影响。

摘要

在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本文分析及其发现的更广泛意义。首先，在减排过程中，我们
必须充分认识到业务扩张的影响。其次，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原则（例如，基于市场的方
法或是基于位置的方法，以及是否允许使用碳抵消措施及何时和在何种情况下考虑碳抵
消措施）将对我们的脱碳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某些排放源被低估或尚未得到足够
重视，特别是来自租户室内装修和制冷剂的排放。我们承诺将深入研究这些被忽视的排
放源，并在必要时将其纳入核算体系，即使这会使我们的净零之路更具挑战。

情景
浅绿情景

有新建项目 浅绿情景
无新建项目

深绿情景
有新建项目 深绿情景

无新建项目（年均增长率 1%） （年均增长率 1%）

2050 年的二氧
化碳排放当量 79,000 54,000 22,000 16,00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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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得出了五项重要发现，其中三项与新建项目密切相关：

1.  若无新增建造项目，公司的整体排放量将大幅下降。

2.  如有新建项目，2040  年和  2050  年实现预期减排目标更具挑战性。减排路径需应对建
  筑材料（尤其是铝、混凝土和钢材）可能带来的大量额外排放。与无新建项目的基准
  相比，有新建项目的情景的总排放量将于  2040  年和  2050  年分别高出  32-35%  和  38-

46%（均考虑了浅绿和深绿情景  )。

3.  在更为乐观的“深绿情景”下，即便以更高的增长率扩大建筑规模，我们仍有可能实
  现更多的碳减排。具体而言，在建筑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2%  的深绿情景在  2050  年的
  排放量低于年均增长率为  1%  的浅绿情景。

另外两项重要发现包括：

4.  若无新增建造项目，公司部分体量较小的范围  3  排放类别（例如外购服务，运营废弃物）
  将在整体排放中的相对占比逐步上升，从目前约占范围  3  排放的  15%  增至  2050  年的
  92-94%。

5.  尽管两种情景下的电网都将大幅脱碳，但范围  2  基于市场（即将电力采购协议所产生的
  减排量计算在内）比基于位置的方法（即在计算过程中仅使用当地电网排放因子）在

碳核算中显现出更快的脱碳速度。

综合上述情景和变量分析，我们发现，公司的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望从  2023  年的近
 1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至  2050  年的  10  万吨以下，甚至低至  1.6  万吨（未考虑对残
余排放进行碳抵消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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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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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探讨了可能加速脱碳进程的关键趋势与技术――包括突破性创新，如利用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技术优化能源效率，以及在混凝土、钢材和铝材等
领域的革新技术。我们注意到，这些关键领域的势头正在增强，中国的碳排放量将持续
下降，并且将在多项脱碳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最后，我们总结了恒隆地产将重点推进的八项核心行动，包括：

1. 提升能源效率：我们将通过资产级的能效基准测评、重新校验（Retro-Commissioning，
简称  RCx）和  AI  技术来进一步提高能效。

2. 扩大可再生能源采购：我们正在扩大在内地的可再生能源采购规模，并将探索为香港
物业采购的可行性。

3. 提高材料效率：我们旨在优化建筑材料的使用，包括利用  AI  技术，以减少过度建设
和排放。

4. 降低建筑材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我们正在探索低碳甚至负碳材料，并已经在某些
新建项目中使用了低碳混凝土砖和低碳排放钢材。

5. 供应商合作：我们将与供应商密切合作，识别低碳建筑材料。

6. 探索使用适应性再利用策略的机会：我们正在研究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以尽可能减少
隐含碳排放。

7. 全生命周期制冷剂管理：我们正在完善制冷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践，并将在  2025

年内发布一份白皮书，提出相关建议。

8. 与租户合作减排：我们引入了能耗和隐含碳排放基准测评，旨在结合“全建筑”脱碳
路径策略，协助租户做好排放量的跟踪、报告和减排。

总之，通过持续努力和聚焦重点领域――包括与供应商的协作、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潜
在的碳抵消措施――我们有信心能够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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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讨论文件概述了恒隆地产首次系统性地分析与阐述我们在实现净
零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路径中所面临的场景、挑战与机遇。我们开
发了一套详细的、自下而上的脱碳模型，研究公司从当前至 2050

年的主要排放源、各排放源的减排路径，以及可能影响减排进程的
关键因素。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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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编制与发布，旨在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首先，与大多数企业一样，我们的脱碳工作主要集中在短期目标上。本文旨在超越短期
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长期碳排放趋势，并评估不同情景下脱碳进展的可能变化。

其次，我们希望更清晰地识别需要克服的挑战以及需加速推进的关键举措。

第三，秉承恒隆地产“开明”的核心价值，我们希望本文能够推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讨
论与知识共享。

在介绍研究结果之前，我们希望强调几点――首先，鉴于时间跨度较长，且我们的业务
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实际情况几乎肯定会与报告中的情景存在差异。因此，本
文中的情景不应被视为预测或承诺。其次，碳排放核算并非精确科学，其方法可能会在
未来  25  年内发生变化。

正如英国统计学家乔治  ·  博克斯（George  Box）所言：“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
是有用的。”  通过情景建模，我们能够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敏感因素及其潜在影响，从
而聚焦关键领域，提升工作成效。同时，由于本研究展望至  2050  年――远超出我们年
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时间范围――我们得以揭示各因素的相对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一
些短期内影响较小的因素可能会在长期内变得愈发重要。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零排放，
任何持续存在的排放，即使今天看似微小，也需要被充分理解并最终消除。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现状概览。详细回顾  2023  年的排放情况，并介绍我们向  2030  目标迈进的路径
与进展。

第二章：脱碳情景。介绍脱碳模型的关键输入与假设，并通过两种情景分析公司脱碳的
路径。我们还将新建项目作为关键因素纳入分析，并提出五项核心发现。

第三章：启示与展望。基于前两章分析，进一步探讨更广泛的问题，包括新建项目的挑战、
碳核算相关事项、可能加速我们进展的“突破性创新”，以及我们正在推进的核心行动等。

我们还列出了相关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内容，详见文末参考资料与推荐阅读部分。



第一章
现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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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间，恒隆地产一直致力于推进我们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2020 年 12 月，
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即至 2030 年配合气候变化科学，减少碳足迹。2021 年 12 月，
我们确立了 25 个旨在 2025 年底前达成的指标（“25 × 25”），其中五项与减碳相关。
2022 年 12 月，恒隆地产成为香港及内地首家短期和长期的企业减排目标均符合科学碳
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简称 SBTi）的净零标准，从而获得 SBTi

批核的房地产发展商，详情如表 1 所示： 

在我们的外购商品和服务中，建筑材料的隐含碳（类别 1a）约占 71.6% 中的 92.1%。
2023 年，我们建筑材料隐含碳的三大排放源依次为钢材、铝和混凝土。铝的碳排放占比
之所以高于混凝土是因为我们的大型项目――如杭州恒隆广场――在 2023 年处于建筑
周期中隐含碳排放量较高的阶段，铝材被大量用于合金窗、幕墙等结构。

表1：恒隆地产SBTi 目标

 

范围 1 及 2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3 温室气体排放

整体净零排放目标 承诺于 2050 年前实现净零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

承诺于 2030 年前将绝对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6.6%
（以 2019 年为基准年）

承诺于 2050 年前将绝对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9.6%
（以 2019 年为基准年）

承诺于 2050 年前将绝对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9.6%
（以 2020 年为基准年）

承诺于 2030 年前将由外购
商品和服务及下游租赁资产
所产生的绝对温室气体排放
量减少 25%（以 2020 年为

基准年）

短期减碳目标

长期减碳目标

第一章：现状概览

图1： 2023年按类别划分的范围3碳排放量

71.58%  外购商品和服务（类别1）
0.70%    资本商品（类别2）
5.11%    燃料及能源相关活动（类别3）
1.37%    上游运输及配送（类别4）
1.65%    运营产生的废物（类别5）
0.23%    商务差旅（类别6）
0.20%    员工通勤（类别7）
0.02%    上游租赁资产（类别8）
19.13%  下游租赁资产（类别13）
0.01%    投资（类别15）

图2： 2023年不同建筑材料产生的隐含碳排放

39.63%  钢材
26.81%  铝
14.28%  混凝土
10.65%  水泥和砖
0.13%    玻璃
0.68%    木材
0.09%    石膏
7.73%    其他

A.2023  年温室气体排放概览
2023  年，我们的整个价值链产生了近  1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具体为  977,035  吨）。
按  排  放  范  围  划  分，  范  围  1（  制  冷  剂  排  放、  柴  油  和  天  然  气）  占  0.4%，  范  围  2（  外  购
能源）  占  16.4%，  范  围  3（  价  值  链  产  生  的  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占  83.2%。  在  范  围  3  排  
放中，最主要的两个类别是：外购商品和服务（占范围  3  排放的  71.6%），主要来自建
筑材料的隐含碳（占外购商品和服务的  92.1%）；以及下游租赁资产（占范围  3  排放
的19.1%），主要来自租户的电力消耗。两者合计占  2023  年范围  3  排放的  90%  以上。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我们的净零之旅｜

https://www.hanglung.com/zh-cn/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framework/2030-sustainability-goals-and-targets
https://www.hanglung.com/zh-cn/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framework/25x25-sustainability-targets
https://www.hanglung.com/zh-cn/media/press-releases/2023/20230112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net-zero


15 16

B.2030 年目标进展
尽管 2023 年的排放量显著高于科学碳目标（SBTi）基准年（2019 年和 2020 年）排放量，
但我们正稳步朝着实现 2030 年科学碳目标迈进。通过多种因素的结合，我们有望提前
实现并维持 2030 年所需的减排比例。

范围 1 及 2 目标：于 2030 年前减少 46.6%（以 2019 年为基准年）

预计在 2030 年前，我们的范围 1 和 2 温室气体减排将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采购和电网侧脱碳。

截至 2024 年底，我们相较 2019 年基准年，已实现 35.8% 的减排，主要得益于可再生
能源的采购。下图展示了我们 2024 年范围 1 和范围 2 的减排成果，并对比了基于位置
（location-based）与基于市场（market-based）两种方法的核算差异。

能源效率：我们认识到能源效率对减少排放和加速能源转型至关重要。随着房地产公司
能效水平的提升，有限的清洁能源将能满足更多用能需求，从而加速淘汰燃煤和燃气电
厂等高排放电力来源。未来五年的部分能效投资计划已在制定中，同时我们还将积极推
进更多能效提升项目，包括重新校验、冷水机组和水泵的优化升级及更换，以及 AI 技术
的应用。

第一章：现状概览

图3： 范围1和2的SBTi目标及2019年至2024年绝对温室气体排放轨迹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基于市场的方法）

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目标
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基于位置的方法）

35.8%

46.6%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可  再  生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采  购  为  我  们  的  范  围  1  和  2  减  排  工  作  做  出  最  大  贡  献。  由  于  中
国  内  地  和  香  港  的  电  网  脱  碳  需  要  时  间，  我  们  已  通  过  电  力  采  购  协  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简称  PPA）为内地十个运营物业中的五个采用了可再生能源。到  2025  年
杭州恒隆广场开业时，我们的内地物业将增至十一个。如果到  2030  年，十一个物业中
有九个签订了  PPA，仅凭  PPA  本身便能贡献  46%  的减排，几乎达成  2030  年目标。若届
时共有十个物业通过  PPA  采购可再生能源，预计范围  1  和  2  的排放将相对于  2019  年减
少  61.8%。

电网侧脱碳：电网的逐步脱碳自然也将有助于我们降低排放。随着更多清洁能源并入电
网，我们预计香港和内地电网的碳排放强度将显著下降。即使我们不采购任何  PPA，电
网脱碳也应可累计贡献  16%  的减排（以  2019  年为基准）。由于我们将在大多数内地物
业中采购  PPA，电网脱碳的实际贡献占比会较小，但它仍将帮助依赖本地电网供能的物
业（包括我们在香港的所有物业）实现排放下降。

范围  3  目标：于  2030  年前减少  25%（以  2020  年为基准年）

我们还预计将实现范围  3  的  25%  减排目标，涵盖范围  3  排放中的外购商品和服务（类别  1）
和下游租赁资产（类别  13）。

类别1：外购商品和服务

隐含碳：目前，在降低外购商品和服务的排放方面，隐含碳排放（类别  1a）的减少是最
主要的因素。如前文所述，2023  年建筑施工所用材料的隐含碳排放占我们外购商品和服
务排放的  90%  以上。我们预计  2023  年将是未来至少六年内建筑相关活动排放的峰值年
份。即使恒隆地产在本十年的后期启动新项目，建筑活动也需要几年时间才会显著增加
隐含碳排放。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我们的净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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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的波动清晰显示了建筑隐含碳对我们减排进程的重要性――不仅对外购商品和服
务如此，对整个范围 3 排放亦然。由于恒隆地产在本十年后期暂未有新的建设项目计划，
2030 年排放量应较 2020 年基准减少 46%（涵盖类别 1 与类别 13），远超 25% 的目标要求。

正如下文所述，我们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一方面降低所采购建筑材料的碳强度，另一方
面提升项目  的材料效率（即每平方米所需的材料用量）。尽管这些举措对于支持我们的
长期减排目标意义重大，但对于 2030 年减排目标的贡献相对有限，且主要体现在施工
中项目的特定应用场景中。

类别13：下游租赁资产

影响下游租赁资产排放减少的因素与范围 1 和 2 排放相同，即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采
购和电网脱碳。与范围 1 和 2 排放类似，额外的 PPA 将带来显著的减排效果。电网脱碳
也将在香港物业及未签订 PPA 的物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还采取多项举措，积
极与租户合作，帮助其提升能效。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们的下游租赁资产排放应能在
2030 年前达到或超过所需的减排目标。  

从现在到 2030 年，恒隆地产在实现碳目标上具备良好的基础。未来五年，
我们预计排放将持续下降，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在整个价值链上的持续进展，
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采购方面的领先行动。但坦率而言，推动这一减排预
期的更大因素在于，我们计划本十年后半段建筑施工活动的大幅减少。因
此，我们在迈向净零的道路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然而，展望中长期，
脱碳之旅将愈发复杂。下一章将概述我们的净零之旅在中后期可能遇到的
情景和影响因素。

结论

第一章：现状概览

图4： 2020至2030年范围3类别1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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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1：外购商品和服务

类别1b. 非产品

类别1a. 产品（隐含碳）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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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净零之旅｜

在考虑恒隆地产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的潜在进程时，
我们基于不同的情景与假设，从  2023  年的排放现状及
其  成  因  出  发，  进  而  预  测  了  2030  年、2040  年  及  2050  年
的  潜  在  减  排  路  径。  本  次  情  景  分  析  主  要  依  据  国  际  能  源  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 称  IEA）近 期 发布的
全球能源和气候模型分析结果，并结合了多方额外数据来
源，包括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碳风险房地产监测（Carbon

Risk Real Estate Monitor，简称  CRREM）、麦肯锡、能
源基金会、政府部门和当地公用事业的数据以及专家意见
（详见参考资料和推荐阅读）。

以下是两种主要情景：

•  浅绿情景（Light Green Scenario）：该情景大致对应于  IEA  的承诺目标情景（APS），
  并反映了对通过材料强度、耗电强度及其他关键因素实现减排持中等乐观态度。例如，

我们假设中国将在  2060  年实现电网零排放，与其整体碳中和目标一致。

•  深绿情景（Dark  Green  Scenario）：该情景大致对应于  IEA  的  2050  年净零排放情景
  （NZE），并提出了更为乐观的预期，假设关键举措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材料和耗
  电强度等关键驱动因素的减排速度更快。例如，我们假设中国在  2050  年实现电网零排

放，早于其整体碳中和目标。同时，我们也假定中国在房地产与建筑相关减排趋势中将
发挥更积极的引领作用。

我们的分析还对这两种情景下的潜在进展与一条理论目标线进行了比较，该目标线假设
我们从现在到  2050  年逐年稳步减少排放直至零排放。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能够更好地识别我们在何时何地可能落后于目标，以及我们的总排
放量如何随时间逐步减少。此外，我们还评估了新增新建项目对总排放产生的潜在影响。

为了给两个情景建立基准，我们假设  2030  年后恒隆地产不再进行新建项目。然后，我
们考察了我们以年均  1%  的速度扩大总建筑面积，可能会对排放产生的影响。

尽管  1%  的年均增长率看似不高，但仔细分析后可发现，这仍代表着新建项目给总建筑
面积带来的大幅扩张。具体而言，若  2030  年至  2050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1%，相当于总
建筑面积将增加约  1,050,000  平方米。我们现有内地物业（商场和办公楼）的平均建筑
面积约为  230,000  平方米，因此这一增长率相当于在二十年间新增五个商业综合体。结
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恒隆地产专注于一线和二线城市
的高端商业地产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这样的面积增长已经属于较为强劲的扩张。

如前文指出，此分析并非预测。这仅仅是一种推演，旨在帮助我们理解：如果  2030  年
后建筑面积实际出现这一增长水平，可能会对排放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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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范围 浅绿情景 深绿情景 

因子 范围 浅绿情景 深绿情景 

电网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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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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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材 )

材料效率 
（混凝土）

材料效率 
（钢材）

材料效率 
（铝材）

租赁资产

制冷剂 范围 1

天然气

柴油

通过绑定 PPA 采
购的可再生能源

热力排放

耗电强度

范围 2
范围 3：下游
租赁资产（类

别 13）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1)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 1）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 1）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 1）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 1）

范围 3：外购
商品和服务
（类别 1）

范围 3：下游
租赁资产 

（类别 13）

范围 1

范围 1

范围 2
   范围 3：

下游租赁资产
（类别 13）

范围 2

范围 2
范围 3：下游
租赁资产（类
别 13） 和售出

产品的使用（类
别 11）

基于 IEA 的承诺目标情
景 ; 该情景下，中国电
网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
将较缓和，并于 2060

年降至零

基于 IEA 的承诺目标情
景 ; 混凝土的 GHG 强度
与水泥的变化趋势一致，
2050 年相较于 2023 年

降低 55%

基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2 年发布的低碳路

线图；中国钢铁行业的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将于 
2060 年实现归零。到
2050 年，钢材的 GHG
强度相较于 2023 年将

降低 80%

基于 IEA 的承诺目标情
景；到 2050 年，铝材

的 GHG 排放强度相较于
2023 年将降低 81%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
目每平方米混凝土用量

逐年减少 1%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
目每平方米钢材用量每

逐减少 1%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
目每平方米铝材用量每

逐减少 1%

基于 IEA 的 2050 年净零
排放情景；到 2050 年，
铝材的 GHG 排放强度相
较于 2023 年将降低 97%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目
每平方米混凝土用量逐年

减少 2%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目
每平方米钢材用量逐年减

少 2%

自 2023 年起，新建项目
每平方米铝材用量逐年减

少 2%

基于当前情况，假设香港物业总面积的 45% 为租赁资产，
内地物业总面积的 38% 为租赁资产

假设天然气排放量不变

2050 年比 2023 年减少
40% 排放量

2050 年比 2023 年减少
80% 排放量

假设用于备用发电的柴
油排放量不变 

所有内地物业于 2035 年
签订绑定 PPA; 香港物业

无 PPA

2050 年比 2023 年减少
35% 排放量，主要通过
电气化（包括使用热泵）
和燃料转换来实现；该
假设基于 IEA 和清华大

学联合发布的
《中国热泵的未来》
（2024）中的预测

自 2025 年起，耗电强
度逐年降低 1% ( 相较于
Carbon Risk Real Estate 
Monitor (CRREM, 2024) 
针对中国所设定的路径

更为缓和 )

基于 IEA 的 2050 年净零
排放情景；该情景下，
中国电网碳排放强度下

降速度将较快，并于
2050 年降至零

基于 IEA 的 2050 年净
零排放情景；混凝土的
GHG 强度与水泥的变化
趋势一致，2050 年相较

于 2023 年降低 97%

基于麦肯锡（Woetzel 等，
2021a）发布的中国钢铁
行业减排路径图；假设所
有减排缺口都得到解决，
该行业到 2050 年将减排 
99%。到 2050 年，钢材

的 GHG 强度相较于 2023
年将降低 90%

2050 年比 2023 年减少
50% 排放量

考虑到目前柴油仅作为
备用电源被少量使用，
假设其排放量变化有限

所有内地物业于 2030
年前签订绑定 PPA; 香港

物业无 PPA

2050 年比 2023 年减少
70% 排放量，主要通过

电气化（包括使用热泵）
和燃料转换来实现；

该假设基于
《中国热泵的未来》
（2024）中的预测

自 2025 年起，耗电强度
逐年降低 2%; 与 CRREM

（2024）针对中国所设定的
路径一致

A. 模型假设和局限
该模型共包含近  1,000  个输入数据，基于碳信科技（Carbon  Mind）为恒隆地产提供的
2024-2026  三年期范围  3  预测，并结合了多个外部参考文件和专家意见（我们采用了
Carbon  Mind  对  2026-2030  年的预测分析作为浅绿情景和深绿情景的起点，但我们的
重点分析范围是从  2030  年到  2050  年）。该模型输入数据专门针对恒隆地产制定，并
未评估其对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适用性。

部分重点数据来源和假设如下表所示：

表2:  模型假设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我们的净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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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如下：

 

 

发现1：若无新增新建项目，排放量将大幅下降

从近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起始点出发，在不进行任何新建项目的情况下，两种情景下的
排放量都有所下降，这是因为隐含碳占据了我们总排放量的很大一部分。

在浅绿情景下，2030年我们的排放量将降至230,018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在深绿情景下，排
放量将降至196,108吨左右。到2040年，浅绿情景的排放量将降至126,728吨，而深绿情景的
排放量将降至89,388吨。

在没有新建项目的前提下，恒隆地产在浅绿情景下的总排放量直至2045年都将维持在目
标线以下；而在深绿情景下，这一低于目标线的状态将延长至2048年。

第二章：减碳情景

图5： 不同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图6： 无新建项目时两种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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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它未考虑可能影响总电力消耗的两个变量：一是由
于气温上升导致的夏季制冷需求增加；二是由于电动车充电导致的业主和/或租户用电量
增长。其次，正如CRREM及其他相关方所指出的，房地产行业可能低估了制冷剂在全生命
周期内的碳排放，恒隆地产亦不例外。最后，该模型未纳入租户装修和翻新的隐含碳排放。
这第三个方面对整个房地产行业而言同样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遗漏之处。GIGA（RESET）

  和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简称RMI）等专家机构的研究发现，在建筑
  生命周期内，室内装修的隐含碳排放可能与建筑主体结构的隐含碳排放相当，甚至更高
（Wallis，2021； Esau等，2021）。我们将在第三章进一步探讨后两个问题。

B. 情景和主要发现
通过对四种情景――浅绿和深绿、以及是否包含新建项目――的分析，我们观察到了以下
特征（详见下方图表）：

表3：2050年不同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我们的净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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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从碳强度（吨二氧化碳当量/平方米）的角度来看，在深绿情景下，钢材在2030年、 

2040年和2050年均占据最高排放份额。同样，在浅绿情景下，钢材在2030年和2040年的
排放份额也最高，然而到2050年，“其他”材料的排放份额将超过钢材。

为了给新建项目留出发展空间，这些排放对于恒隆地产以及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说都是在迈
向2050年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发现3：深绿情景可在建筑面积增长幅度为浅绿情景的两倍时，仍达到更
高的减碳水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新建项目对碳排放的影响，我们研究了建筑面积在2031-2050年间年均
增长率为2%时，排放情况将如何变化。这一增长率意味着建筑面积将增加约2,300,000平
方米，相当于在此期间建设十座新商业综合体。下图比较了浅绿和深绿情景下1%和2%增
长率对应的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建筑面积增长率为2%的深绿情景，其碳排放仍低于增
长率为1%的浅绿情景。

发现2：新建项目对2040年及2050年的减排路径影响显著

假设2031年至2050年期间，建筑面积每年新增长1%，建材（尤其是混凝土、钢材和铝）的排
放量将显著增加，这反映了这些材料的高温室气体强度和使用量（详见图7和图8）。此外，
还需考虑混凝土砖、木材、玻璃等的其他建筑材料（在图7和8中归类为“其他“）可能带来的
排放。

材料温室气体强度：就材料本身的隐含碳强度（吨二氧化碳当量/吨）而言，在2050年，铝材
将是最大的挑战，在深绿和浅绿情景下每吨铝分别会产生0.4和2.3吨二氧化碳当量。

图7： 主要建筑材料的温室气体强度（203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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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材料效率和碳强度的持续改进，我们可以在将建筑规模的扩张速度翻倍的同时，实
现较低排放的同时。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 1% 和 2% 的情景均为理论情况，假设我们的物业项目以稳定的年均
速度扩张，而实际上房地产开发受更广泛的经济周期影响。恒隆地产开展的任何新建项
目都将依据具体的市场机遇适时推进。因此我们通往到 2050 年的排放轨迹很可能接近
一条锯齿线，而非直线，中间伴随潜在的扩张与暂停阶段。

为进一步说明，假设恒隆地产在 2030 年代末决定新建一个 200,000 平方米的商业综合
体（即大约相当于我们的上海恒隆广场的规模），并且该项目在 2024 年产生的隐含碳
排放占其总排放的 50%（以我们近年来的建设项目为例，隐含碳在峰值年份通常占其总
排放的 40% 至 80%）。在浅绿情景下，新增一个排放量于 2040 年达到峰值的建设项目，
其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就相当于我们 2023 年（碳排放峰值年）约一半的隐含碳排放。下
图展现了低排放路径的优势：在深绿情景下启动三个新建项目，其碳排放水平低于浅绿
情景下新建一个项目时排放量的两倍。

发现4：即使没有新建项目，部分排放类别可能无法降至零

某些排放类别在目前的总排放量中占比较小，但在2050年前可能会成为我们残余排放的
主要组成部分。例如，在2023年的范围3排放中，有若干较小的类别排放总量为121,430吨
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当年范围3总排放量的15%。这些类别汇总详见表4：

图9： 两种情景下1%和2%增长率的绝对排放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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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当前占比较小的范围 3 排放类别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图11： 浅绿情景下无新建项目时的2050年范围3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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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绿情景下，随着部分当前排放占比较小类别的减排――特别是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类别 3）和表 4 所列五个较小的类别――整体排放将有所下降。然而，现有物业范围 3 的
排放类别可能仍会产生约 7,300 吨二氧化碳当量，尤其是外购服务和运营废物（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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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中，深绿情景下  2050  年的“0%”值可能表明相应类别的排放量被认为非常小而
非绝对为零。由于其微小程度，这些可忽略的贡献已被四舍五入为  0%。对于深绿情景下
的商务差旅，我们假设地面交通通过电气化和电网脱碳实现零排放；对于航空旅行，该
情景假设航空业将在  2050  年实现其净零排放目标（IATA，2021）。

在浅绿情景（且无新建项目）下，这些类别在  2050  年可能仍会产生  34,000  吨二氧化碳
当量的排放。图  11  展示了  2050  年所有范围  3  类别的排放分布，其中  6%  来自下游租赁
资产，其余  94%  来自其他范围  3  排放类别（这些类别在  2023  年仅占我们范围  3  总排放的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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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无新建项目时深绿情景下的2050年范围3碳排放

65%  外购商品和服务（非产品）（类别1b）

8%    资本商品（类别2）

19%  运营产生的废物（类别5）

8%    下游租赁资产（类别13）

图13： 范围2电力碳强度比较（内地物业）：基于市场 vs 基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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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不依赖碳抵消的情况下实现零排放，我们需要确保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均为零排放，
并避免燃料能源、废物和投资产生的任何排放。我们还必须识别创新解决方案，并对所有供
应商、基础设施和投资进行全面的生命周期评估。简而言之，接近零排放和完全实现零排放
之间存在差异。后者将需要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系统性转变，并在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改进
数据、加强审查和深化利益相关方参与。

发现  5：基于市场比基于位置的核算方式展示出更快的脱碳速度

在基于位置的核算方法下，我们的电力排放取决于由物业所在地电网的平均排放强度。在
基于市场的核算方法下，排放量则反映了我们与电力供应商的电力采购协议（即  PPA）。由
于恒隆地产多个物业采购了可再生能源，在基于市场的核算方式下，脱碳速度明显快于基
于位置的核算。以基于市场的方法核算时，即使是浅绿情景下，我们也有望在  2035  年前实
现内地物业范围  2  零排放。相比之下，以基于位置的方法核算时，即便在更为乐观的深绿
情景下，我们也可能到  2050  年仍无法实现零排放，因为中国的电网脱碳进程可能会稍晚
实现。

下图突出展示了两种核算方法对我们范围2排放结果的影响。由于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
PPA均采取了“全建筑”模式――即涵盖了业主和租户的电力消耗，同样的逻辑和对比关系
也适用于我们范围3下游租赁资产（租户的电力消耗）的脱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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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探讨研究发现的一些关键启示，并
重点介绍我们为支持未来  25  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所采取
的若干必要行动。我们相信，此处强调的许多问题不仅
适用于恒隆地产，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同行乃至整个房地
产行业。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议题的透明讨论，能够促成
更多志同道合的利益相关方进一步的对话与合作。

  

  

  

 

  

  

 

 

  

 

    

  

 

    

     

A. 减排目标与业务扩张之间的权衡
我们的情景分析表明，在本世纪中叶前，若建筑材料未能充分脱碳，新增新建项目可能
使我们即便是在深绿情景下，也难以达成  2050  年净零排放的目标。

这一现实不仅是恒隆地产所面临的挑战，也同样影响着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及减碳化标准
制定方。房地产行业必须制定应对策略，以平衡减排与业务扩张之间的明显矛盾。每一
轮房地产市场周期上行，范围  3  建筑材料碳排放的相对重要性都会日益凸显。对此，一
种解决思路是重新评估并优化行业内对于碳减排进展的报告和披露方式；另一种则是房
地产开发商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加速建筑材料的低碳化，并更多地关注旧建筑的翻新与
改造。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这两种思路的可行性。

B. 未来碳核算方式的选择
在房地产行业，范围  1  碳排放（唯一完全由企业实体控制的排放）通常仅约占整个价值
链排放的  3%（Robeco，2023）。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仍大量依赖现场化石燃料、范
围  1  排放比例更高的工业部门，我们更依赖于碳核算的逻辑和准则。以下三个议题尤为
重要：

基于市场  vs  基于位置的核算方法

我们在中国通过可再生能源交易来降低运营排放，因此基于市场的核算方法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的绑定  PPA（即电力及其可再生属性在单一交易中绑定）符合中国政府的相
关政策，如《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该规则可有效防止重复计算
等问题。2024  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反映基于市场核算原则的排放因子信息，进一步表明
了对这一核算方式的支持（详见此处）。其次，我们的  PPA  也符合国际可再生能源倡议
RE100  的要求。通过这些交易，我们和租户能够支持加速能源转型，而不是被动等待电
网排放因子的变化。我们的实践也促使一些同行扩大了可再生能源采购力度，从而向市
场发出了更强的需求信号。正如一位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家所言：“基于市场的核算方法
至关重要，它是企业气候行动的基础（否则我们都只会原地观望，而不会产生任何需求
端信号）。”为提高信息透明度，我们仍将同时采用基于市场和基于位置的方法，分别
披露范围  2  和范围  3  外购能源相关的排放。

基准年排放  vs  排放强度基准

目前，SBTi  方法学通常以基准年排放量为基础设定减排目标。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易于
理解、衡量和执行，但也存在局限性。以恒隆地产为例，我们  2023  年的范围  3  排放量
高于  2020  年（SBTi  基准年）的排放，且  2023  年或将成为我们未来至少六年内的排放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26/202410/content_6978630.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404/t20240412_1070565.html
https://www.there100.org/technical-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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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的碳排放

制冷对人类健康、舒适和安全至关重要，且随着全球变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
制冷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氢氟碳化物（hydrofluorocarbons，简称 HFCs）等制冷剂
气体是强效温室气体，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危机。尽管 HFC 的排放量数据尚不精确，
但随着利益相关方对该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提高，这一话题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受到更
多关注。

目前，建筑行业约占全球 HFCs 排放量的一半，且预计未来仍将是 HFCs 排放的主要来
源。全球各地的建筑中存有大量 HFCs，这些气体在设备使用过程中缓慢泄漏，并常常
在制冷设备报废时直接释放到大气中。各国政府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已根据《<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出台了
相关法规，限制高全球变暖潜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简称 GWP）制冷剂的
生产和使用。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房地产行业可能长期低估了制冷剂泄漏所造
成的碳排放。例如，近期一项针对德国食品零售仓库的研究（Kuenzle et al, 2023）发
现，制冷剂泄漏导致的含氟气体“占总建筑排放的 40%，并在 2050 年前累计占比高达
45%”。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房地产行业拓宽脱碳工作的范围，并将制冷剂管理纳入核

值，这主要受建设周期影响。即使未来几年我们的建筑施工活动减少，我们――以及其
他房地产开发商――也应该被激励去关注其他推动减排的方法。一家在材料温室气体强
度或材料效率方面取得进展的房地产公司，理应获得相应认可。一种解决方案是，在设
定基准年减排目标的同时，行业或可引入材料温室气体强度和材料效率基准，用于衡量
新建建筑的可持续性。这样一来，房地产企业即使因扩张导致未能完全实现相对于基准
年的减排目标，但若能通过低碳建筑材料或优化设计降低其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依
然能够体现其减排行动的成效。同时，那些新建项目极少的公司也应展示他们在材料温
室气体强度和材料效率方面的工作进展。

碳移除

恒隆地产未来或许会考虑在价值链内应用碳移除措施，例如在混凝土中添加生物炭，或
在景观设计中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评估如何构建和核算价值
链以外的碳移除或负排放项目。如果碳移除项目作为碳抵消进行核算，它可以用于抵消
我们难以消除的残余排放，使我们在实现净零排放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然而，碳抵消
这一话题在SBTi利益相关方和更广泛的行业内仍存在争议（Romm，2023）。另一方
面，碳移除项目也可以被归类为超越价值链减缓（beyond  value  chain  mitigation，简
称BVCM）的贡献（SBT，n.d.）。尽管这样做可能被视为领导力的体现，但它不会减轻
我们自身价值链减排的负担。虽然我们对这两种可能性都持开放态度，但我们都将谨慎
行事，确保所有考虑纳入的碳抵消项目都必须具备可信度、持久性、额外性、可验证性
且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减排效果。

C. 被忽视的排放
租户装修

租户装修是房地产行业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其原因包括：第一，根
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的方法学，租户装修和改造的排放通常不在业主
范围  3  最小报告边界内。第二，计算室内装修的排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需整合大
量供应商的数据。第三，当前生命周期评估中存在计算边界和方法不一致的问题。尽管
如此，行业必须正视这一“盲区”，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租户室内装修的累计排
放可能远超建筑主体结构（core & shell）的排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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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碳排放对比：办公室室内装修 vs 建筑核心与外壳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beyond-value-chain-mitigation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jerer-06-2023-0021/fu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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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neutral actors modeled in linear terms. But change has been expon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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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现有企业低估了技术革新的速度

(Bond 等, 2024)

心议题。然而，这也是一个快速减少未来排放的机遇。开发商应优先考虑在空调系统和
制冷剂的选择上更加严谨，并与租户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制冷剂排放问题。

D. 突破性创新
正如我们所见，即使在情景分析中采用了较为乐观的假设，恒隆地产仍无法确保能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然而，25 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窗口。尽管相比其他行业，房
地产行业的转型通常相对缓慢，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行业一些起初发展缓慢、后来发展势
头远超预期的重要技术中获得启发。例如，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等技术都在中
国实现了比预期更快的增长。下方 RMI 的图表提醒我们，这类技术革新发展趋势往往被
低估。

多项新兴技术和趋势正为房地产行业带来新的乐观预期。例如，AI技术有望显著提升
建筑的能源效率。AI可以通过对楼宇管理系统的实时优化，大幅改善供暖、通风和空调
（HVAC）系统的性能。其中，作为国际领先的AI解决方案之一的Brainbox AI，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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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术在运营层面实现了可观的碳减排。考虑到AI也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优先领
域，类似的AI解决方案有机会在中国市场涌现并实现规模化应用。

其次，低碳甚至负碳水泥的潜力正在显现。目前，各种早期技术正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
研发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例子之一是Brimstone。Brimstone生产的水泥符合美国材料
与试验学会（ASTM）波特兰水泥标准（ASTM  C150），而这种水泥几乎应用于当今所
有混凝土建筑。其突破之处在于，该技术采用无碳的硅酸钙岩石替代传统的石灰石作为
原材料，制造出符合行业标准的水泥。据Brimstone表示，由于其岩石中含有镁元素，
因此该工艺可以被动且永久地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Purton，2024）。Brimstone及
其他领先的低碳水泥和混凝土解决方案在中国市场实现商业化部署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中国钢铁行业的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该行业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转
型为低碳排放钢铁领域的领军者。中央政府近期宣布暂停新建用于支持钢铁生产的燃煤
电厂，分析师预计，在未来几年，废钢及电弧炉（EAF）钢的供应将有所增加（Shen

等，2024）。同时，中国的钢铁企业也在投资创新低碳炼钢技术的示范项目，如氢基直
接还原铁（H2-DRI），且中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也将进一步支持钢铁行业的脱碳进
程。近期一项研究总结道：“凭借在可再生电力和绿色氢能生产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
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原钢生产国。”（Zuo等，2023）

在铝行业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地，其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5%，这主要
归因于该行业对煤电的高度依赖。若能在铝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碳排放可减少
高达85%，加强铝的回收利用措施则可进一步加速脱碳进程，因为再生铝生产过程的能
耗比原铝生产低95%。国务院发布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中对有色金属
行业的节能降碳制定了指标，要求到2025年底，电解铝行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达到
25%以上，并严格控制铝产能的扩张。为实现国家气候目标并增强对欧洲法规的适应能
力，中国的铝生产商需要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加大回收利用的投入（Aluminium

China，n.d.；Liu，2024；Thomson，2024；Yin等，2024）。借力于中国可再生能源
的快速发展，铝行业有望更早显现出减碳成效。

除了上述令人期待的进展，RMI还针对中国建筑行业的碳减排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列
举了多项可加速转型的技术方案。总的来说，各种有利趋势和技术突破可能在恒隆地产
的碳减排进程带来重大改变。这些技术无需全面规模化，只要它们具备在合理成本范围
内的可行性，就能为我们的脱碳之旅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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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mi.org/wp-content/uploads/dlm_uploads/2024/10/241010Unlocking-New-Opportunities-for-Carbon-Neutrality-in-Chinas-Building-Sector-online.pdf
https://www.brimstone.com
https://transition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24/10/EN_Will_China_Win_the_Green_Steel_Race_241010.pdf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5/content_6954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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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核心行动
以下是我们为支持实现零排放的长期目标而采取的八项核心行动：

行动一：提升能源效率

 

  

 

   

 

    

  

 

 

    

    

  

我们在地上结构钢板及钢筋接近  100%  采用低碳排放钢，将钢材的总隐含碳排放量减少
了  35%。我们也在研究市场上的创新技术，例如负碳石膏和石膏板等。

行动五：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我们计划与供应商协作，识别并应用低碳建筑材料，尤其会关注钢材、混凝土和铝材领
域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2024  年  9  月，我们在北京举办了“房地产与脱碳峰会”，汇
聚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合作加速脱碳进程，会议要点总结可查
看此处。我们还很自豪能成为近期发起的中国房地产低碳排放钢材合作声明倡议的主要
支持方之一。

行动六：探索现有物业的适应性再利用的机会

我们将继续探寻通过对现有物业进行适应性再利用，扩大房地产组合规模的同时减少隐
含碳排放的机会。我们已经在香港寿山村重建项目中一定程度地实施了这一理念。作为
一个国际范例，奥雅纳（Arup）在悉尼环形码头的地标建筑――码头区塔楼采用了  “适
应性、循环改造设计”，保留了原建筑  65%  的楼板和结构以及  98%  的承重墙和核心，
相当于减少了约  12,000  吨隐含碳排放。

行动七：生命周期制冷剂管理

我们将审视并寻找机会改善全生命周期制冷剂管理（lifecycle  refrigerant management，
简称  LRM）实践，包括泄漏检测、制冷剂状态监测、报废制冷剂的回收和再填充流程，以
及采用新的替代技术和设计方法。

最近，我们还与  Carbon  Containment  Lab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发起了一项倡议，对亚洲
多个城市（包括香港和上海）的商业地产综合体的  LRM  进行研究，并将于  2025  年发布
一份白皮书，提出关键建议。

行动八：与租户合作减少排放

在租户装修方面，恒隆地产是全球首批（如果不是首家）为租户引入隐含碳基准评估的
业主，并且是中国最早重复利用和回收石膏板等材料的业主之一。我们期望行业在未来
几年内能在跟踪、评估和报告此类排放方面取得进展，与“全建筑”减排方法保持一
致。我们还将通过  2025  年即将推出的创新平台，与租户合作开展能源效率基准评估，
鼓励他们减少能源使用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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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对恒隆地产乃至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脱碳至关重要。我们将在  2025  年开展资产
层面的能耗强度和用电强度基准分析，这将帮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确定投资优先级（考
虑预期回报），并为  2030  年建立资产层面的电力和能源强度目标，以支持我们的碳减
排工作。

此外，我们正在积极实施多项关键举措以提升能源表现。自  2022  年以来，我们分阶段
在香港和内地的物业进行重新校验，未来将继续推广至现有的其他物业项目。同时，我
们也在扩大  AI  技术的使用，利用创新解决方案来提升建筑能效，切实减少碳足迹。

我们支持  CRREM  倡议及其为建立全球基准以监测房地产资产能效进展所做的努力，我
们还将继续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紧密沟通，协助  CRREM  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可行的能
效路径。

行动二：扩大可再生能源采购

我们正在扩大在内地的可再生能源采购工作，并希望与香港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探讨本
地商业用户采购可再生能源的方案。一种可能性是推动香港的商业用户通过  PPA  从广东
采购可再生能源。

行动三：提高建筑材料效率

我们正研究通过设计优化等方式提升材料使用效率。例如，初创公司  Structure  Pal  利用
AI  优化和自动化混凝土结构设计，以减少冗余用料，其技术宣称可将相关建筑施工过程
中的碳排放减少高达  30%。

行动四：降低建筑材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我们正在研究低碳甚至负碳建筑材料（即生命周期内的二氧化碳捕获量多于排放量的材
料）的应用。在杭州恒隆广场，我们率先在小规模试点项目中采用低碳混凝土砖，此
为香港和内地商业开发项目中的第一例。我们与一家应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
技术的初创公司  CLEANCO2  合作，将这些砖块应用于地下室约  17,000  平方米的隔墙，
其与传统的页岩砖相比减少了  87.5%  的隐含碳排放。上海恒隆广场的三期扩建项目中，

https://www.structure-pal.com
https://www.hanglung.com/zh-cn/investor/ir-news/2024/20241127
https://www.hanglung.com/zh-cn/media/press-releases/2024/2024024
https://www.hanglung.com/getmedia/5bdd7766-f94d-4e76-8ecd-d1e1875cfb16/Joining-Forces-Newsletter-CN-0213.pdf
https://asia.uli.org/wp-content/uploads/2024/12/Real-Estate-Steel-Joint-Statement_20241204_CN.pdf
https://www.arup.com/projects/quay-quarter-tower/
https://carboncontainmentlab.org
https://www.hanglung.com/getmedia/a38fdc0a-8903-4d44-af94-49f522aef69d/Changemakers_Issue-04_240806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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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们为实现 2050 年零排放的长期目标而采取的部分重要举措。我们每年 3

月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尽管我们的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不断演变，但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脱碳进程中最根本、最紧迫的
议题。

总体而言，公司能够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这一目标虽具挑战性，但具备实
现的可能。中国在许多脱碳技术领域已然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军者，我们很高兴
看到重点领域愈发强劲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新兴技术，并积极加以运用。
实现净零目标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持续推进减碳行动，其中，与供应商的战略
协作将是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或许碳抵消会在我们净零之旅的“最
后一公里”发挥一定作用。

我们已识别出成功的关键条件，接下来将坚定不移地携手各利益相关方，全面落实
本文所述举措，持续学习并不断优化调整。应对气候危机，我们责无旁贷。

结论

45 |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https://www.hanglung.com/zh-cn/media/publications/sustaina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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