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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我国多次就减排减碳提出

目 标 任 务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提 出 的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

就包括“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再次部署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工业是我国实现减排减碳的重要领域之

一。近年来，我国在工业减碳方面有哪些新

的探索和实践？要实现减碳目标任务，还需

从哪些方面发力？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及相

关专家与企业。

工业领域实施低碳行动
势在必行

“工业是中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最主要领域。”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48.6 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占比超过 60%。可

以说，工业能否率先碳达峰是 2030 年达峰目

标实现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工业在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的同时，碳排放强度也在持续下降。2020 年

12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

显 示 ，2019 年 ，碳 排 放 强 度 比 2005 年 下 降

48.1%，超过了 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

下降 40%—45%的目标，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

快速增长的局面。

以钢铁行业为例，“‘十三五’期间，我国

钢铁行业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不足 1%，部分

重点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

研究室副主任禹湘认为，随着粗钢需求量的

饱和，钢铁行业有望在“十四五”期间提前实

现碳达峰。

另一方面，工业减碳尽管成绩显著，但任

务依旧十分艰巨。“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我

国工业结构偏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高

端绿色产品供给不充分、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工信部节能与综

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看来，“十四五”期间，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

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势在必行。

技术创新和绿色制造是
重要推动力

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垃圾渗滤液

处理厂，三台磁悬浮鼓风机正将空气源源不

断注入降解池，加速池底微生物降解过程。

鼓风机设备供应企业相关负责人邢磊介

绍，磁悬浮鼓风机凭借减少摩擦、智能变频和

联机调控等方式，较传统鼓风机节能 30%以

上，目前该企业投入应用的磁悬浮鼓风机已

达 2500 台套，初步估算可实现年节电量近 10
亿千瓦时，折合近 87.5 万吨二氧化碳。

近年来，我国工业节能减碳之所以取得

显著成效，既得益于不断完善的顶层设计，也

依托于针对不同重点领域形成的多维度、全

覆盖的工业低碳发展体系。

“研究表明，产品全生命周期 80%的资源

环境影响取决于设计阶段。选择量大面广、

与消费者紧密相关、条件成熟的产品进行绿

色设计开发，对于整个工业体系低碳转型具

有重要意义。”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工信部累计发布 128
家 绿 色 设 计 示 范 企 业 ，共 2170 项 绿 色 设 计

产品。

另一方面，针对存量进行的节能改造也

在持续推动着工业低碳技术创新。

“‘十三五’以来，我们保持节能项目投

入，实施了一系列节能技改和能源管理项目，

去年全集团实现技术节能量 88.1 万吨标准

煤。”宝武集团有关负责人说，以鄂城钢铁为

例，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蒸汽利用不

足、损失较大的问题，推动实施炼钢生产线能

量系统优化综合节能改造项目，充分回收利

用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中低温余热资源，从而

有效降低了煤气、电力等能源消耗。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市级重点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清洁

生产等 4000 余项项目的实施，使规上工业节

能量达到 340 万吨标准煤，折合减排近 900 万

吨二氧化碳。

“低碳技术是工业降低碳排放总量和强

度的重要推动力。”禹湘说，近年来，我国工业

节能减碳技术发展迅速，据相关统计，制造业

主要产品中约有 40%的产品能效接近或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工业领域电气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通过将工业锅炉、工业煤窑炉

用煤改为用电，大力普及电锅炉等方式，减少

直燃煤，有效推动实现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零

排放。

仍需以创新驱动、完善
管理推进工业深度减碳

应该看到，未来，工业仍将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工业领域对

碳排放总量仍有一定需求。工信部节能与综

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工业能效不

断提高，工业节能空间不断压缩，要确保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工业部门需要进一步

实现深度减排。

在能效水平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工业领

域如何推进深度减碳？

“低碳技术创新是实现工业应对气候变

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有关负责人认为，下一步应加强专项资金

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

与推广。在传统高耗能行业继续推广焦炉煤

气制甲醇、转炉煤气制甲酸、水泥窑协同处置

废弃物等高效低碳技术。同时，加强对二氧

化碳的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探索。

同时，禹湘建议，应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信息系统，加强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

理。“在钢铁、水泥、石化等高耗能行业，应加

紧制定企业碳排放评价通则，指导和规范企

业降低碳排放。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碳排放

被当作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未来，碳中和

驱动下的低碳发展将会改变这一发展模式。”

禹湘认为，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将是以减少

碳排放引致技术革新、就业增长、产业壮大等

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工业绿色发展在促进减

排 的 同 时 ，也 将 成 为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动力。

我国工业节能减碳技术发展迅速

工业减碳 发展增绿
本报记者 韩 鑫

核心阅读

构建绿色低碳的工业体
系，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
化目标的必要手段，对工业
可持续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近年来，得益于不断完
善的顶层设计和针对不同重
点领域形成的多维度、全覆
盖的工业低碳发展体系，我
国工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
成效。

■美丽中国
降碳减排在行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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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1日电 （刘毅、王秋平）近日，辽宁

省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服务中心、辽宁省野生动物

保护和疫源疫病监测中心等开展了辽宁省境内越冬鹤

类调查工作。调查期间，工作人员在大连、锦州、盘锦、

葫芦岛 4 个市，共记录到越冬的丹顶鹤、白头鹤、白枕

鹤和灰鹤 4 种鹤类 4875 只，较去年越冬的 4 种鹤类数

量增加了 138 只；其它越冬水鸟 9 种 7918 只，较去年增

加了 1 种 5613 只。

随着近年来辽宁各地候鸟越冬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力度的加强，鹤类获得了更加稳定的越冬环境和安全

保障。从调查结果看，在辽宁越冬的鹤类数量呈增加

趋势。

调查显示

辽宁越冬鹤类数量呈增加趋势

本报银川 1月 31日电 （记者王汉超）记者近日获

悉：“十三五”期间，宁夏累计投入中央、自治区水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约 27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宁夏实现劣

Ⅴ 类 水 体 清 零 目 标 ，国 控 断 面 优 良 水 体 比 例 达 到

93.3%，远超 73.3%的考核要求。2017 年至 2020 年，黄

河干流宁夏段水质综合评价连续保持“Ⅱ类进，Ⅱ类

出”，超额完成“十三五”和 2020 年水环境质量目标。

重点入黄排水沟作为主要污染源载体，直接威胁

黄河水质。宁夏重拳治理，33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

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23 个工业园区废水全部实现集

中处理，取缔封堵入河湖沟工业企业直排口 58 个，关

闭搬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33 家。通过重点建设 22 个

人工湿地等有效手段，13 条重点入黄排水沟入黄口断

面劣Ⅴ类水体比例由 2016 年的 84.6%下降为 2019 年的

15.4%，并于 2020 年清零。

截至2020年底

宁夏劣Ⅴ类水体清零

本报拉萨 1月 31日电 （记者申琳、鲜敢）“十三五”

期间，西藏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目前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45%。

“十三五”期间，西藏不断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 22 个。西藏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排污许可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同时，西藏落实各类

生态补偿资金 296.3 亿元，让更多群众吃上了“生态饭”。

目前，西藏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47%，陆生野生动物种

类达 1072 种，黑颈鹤、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量增加，

有 5 个市（地）、3 个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县。今年 1 月 24 日，西藏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

全票通过《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这

是西藏首部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法规，将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2021 年，西藏将全面推行林长制，开展海拔 4300 米

以下四旁植树，预计完成造林 110 万亩；深化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与建设，持续推进“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防沙

治沙等重点工程；加强重点流域水生态保护，推进雅江中

游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前期工作。

左图：一只红隼在藏北高原上飞翔。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下图：栖息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黑颈鹤。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西藏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占全区国土面积45%

今年将完成造林110万亩

本报郑州 1月 31日电 （记者朱佩娴）近日，备受

关注的河南濮阳“市长出庭当原告索赔 550 余万元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审结。河南省高院二审维持

了濮阳市中院判决，判决被告聊城德丰化工有限公司

就其违规处置废酸液对黄河支流造成污染一事赔偿应

急处置费 138.9 万元、评估费 8 万元和生态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等 404 万余元。

二审判决指出，如果被告积极参与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工程，可以冲减损失赔偿金额部分的一半；如

果被告在一年内进行技术改造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

产酸进行降产、无害化处理，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

受到处罚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冲抵损失赔偿金额部

分的 40%；如果一年内被告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保

险费可从损失赔偿金额部分抵扣不超过 10%。一审审

判长、濮阳市中院院长徐哲认为，修复生态环境是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最主要的承担责任方式，惩罚不是目

的，将被污染的生态环境恢复才是根本。

污染黄河支流

一企业被判赔550余万元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者

张天培）1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人大常委会通

过立法等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相关情

况答记者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许安标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履职以来，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作出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制定土壤

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资源税

法，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在三年时间里

一共完成 12 部生态环境领域专项

法律制定修改工作，为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

有力保障。

许安标介绍，立法中注重制度

创新，严密法治。一方面，在制定修

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法律过程中，

建立健全最严格最严密的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污染防治

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加快生态

环境保护专门立法的同时，完善民

事、刑事法律制度，打出系列组合

拳，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

治提供有力法律武器。

关于下一阶段在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立法方面的具体安排，许安标

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紧紧围绕党

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更好发挥

人大职能作用，按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立法的重点领域统筹谋划、扎实推

进。立法任务主要是三类：一是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

修法项目，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修改等；二是生态保护方面的立法修法项目，包括湿地

保护、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黄河保护、南极活动与

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的制定修改；三是资源利用方面

的立法修法项目，包括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渔业法修

改等。通过这些立法活动，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推动美丽中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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