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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新动力：消费电子供应链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成本收益分析 

执行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消费电子行业已成为全球电力消耗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到

2030 年，仅半导体制造业就将消耗全球 237 太瓦时（TWh）的电力，接近澳大利亚一国 2021 年的耗电

量1。 

 

为应对行业的巨大碳排，消费电子品牌和供应商开始承诺转向 100%可再生能源。苹果、微软和谷歌等消

费电子品牌已经实现运营层面的 100%可再生能源转型，并且近年已经开始要求供应商向 100%可再生能

源转型。然而，生产端供应商设置的转型时间线明显放慢——台积电、富士康和三星等消费电子供应商

巨头仅承诺最早在 2040 年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转型。 

 

一些企业常将有雄心的气候目标看成商业发展的阻碍。然而，通过预测企业在不同可再生能源使用场景

下的碳排放以及环境成本，本报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雄心的 100%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能使企业减

少大量的碳排放，还能助力企业节省能源与环境相关的开支，使企业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 

 

本研究对东亚 13 家头部消费电子供应商（台积电、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富士

康、和硕、三星显示、LG 显示、友达光电、京东方、联华电子和群创光电）的制造环节进行了可再生能

源转型的成本效益分析。研究以 2022 年为基准年，将企业原有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为 “一切照旧”

（BAU）情景，企业到 2030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目标则被设定为可再生能源（RE）情景，研究

 
1 详细信息请见 https://www.greenpeace.org.cn/2023/04/20/invisible-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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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市场年增长率在 3%，对两种情景下企业的成本效益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情景下的

碳减排和降本效果。 

 

主要发现 

1. 报告提及的 13 家消费电子供应商若能在 2030 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每家企业在 2030 年

将节省 8742 万至 114.2 亿美元的能源与环境成本。 

成本降低的主要来源是：（1）100%可再生能源转型使企业避免使用成本持续上升的化石能源；

（2）100%可再生能源转型使企业避免碳税与超额碳排放带来的处罚；（3）可再生能源度电成

本持续降低。 

2. 13 家企业若在 2030 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转型，仅在 2030 年，就可减少 2.18 亿吨碳排

放，这一减碳量将大大超过荷兰 2022 年的碳排总量；在能源及环境成本方面，仅在 2030 年，

13 家企业就能节省 190.9 亿美元支出。 

3. 三星电子作为 13 家企业中 2022 年收入最高的企业，若在 2030 年积极完成企业 100%可再生能

源转型，在 2030 年，可减少约 1.486 亿吨碳排放，减碳量将超过智利 2022 年碳排总量。与此

同时，积极转向 100%可再生能源将为企业在 2030 年节省 114.2 亿美元支出。  

4. 报告中提及的三家中国大陆企业——立讯精密、京东方、歌尔股份若在 2030 年完成可再生能源

转型，共能减少约 1395 万吨碳排放。 

其中，立讯精密设立了到 2025 年实现 50%可再生能源的转型目标，但未设立 100%可再生能源

的目标。在 2030 年 100%可再生能源情景下，立讯精密仅在 2030 年就能减少 527 万吨碳排

放，节省开支约 3.52 亿美元； 

京东方还未公布 100%可再生能源目标2。在 2030 年 100%可再生能源情景下，京东方仅在

2030 年就能减少 791 万吨碳排放，节省开支约 5.96 亿美元； 

 
2 京东方显示公布在 2030 年实现 30%可再生能源，于 2050 年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但京东方集团尚未制定可再生能源路线图。 



                                             

3                                 

歌尔股份还未公布 100%可再生能源目标。在 2030 年 100%可再生能源情景下，歌尔股份仅在

2030 年就能减少 77 万吨碳排放，节省开支 8742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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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绿色和平东亚与香港城市大学建立研究模型，研究以 2022 年企业的环境和营收数据作为基准线，设定市

场年增长率在 3%，以此确定在“一切照旧”情景和可再生能源情景下，企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在两种场

景下，研究设定企业的营收和能源消耗量增长相同。 

 

在计算 2030 年“一切照旧”情景和可再生能源情景的碳排放时，研究将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排放强

度值，分别乘以 2030 年两种情景下的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消耗数据，从而计算出排放量。 化石燃料



                                             

5                                 

的排放强度是根据 2022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总化石燃料消耗数据计算而来，可再生能源的排放强度来源

于每单位可再生能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详细信息可参见英文报告的附录。 

在计算企业在两种情景下的相关开支时，研究考虑了： 

 

1）两种情景下的能源成本：研究将化石燃料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当地市场价格，分别乘以两种情景

下的能源消耗总量，得到绝对能源成本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节省的成本。 

 

2）碳排放成本：研究将二氧化碳的当地市场价格，分别乘以两种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得到绝对

社会环境成本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节省的成本。 

 

结合两种情景下的能源成本和以碳排放成本为主的社会环境成本，就得到了总成本和相应的可再生能源

转型节省的成本。详细方法论、各情景年份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及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请见英文报告

的附录部分。 

 

寻求采访或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联系: 

王乐 le.wang@greenpeace.org 

https://www.greenpeace.org/static/planet4-eastasia-stateless/2024/06/4a6f0b11-powering_ahead.pdf
https://www.greenpeace.org/static/planet4-eastasia-stateless/2024/06/4a6f0b11-powering_ahea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