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国 力 争 2030 年 前 实 现 碳 达 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提高能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

着力点，从全过程、各领域坚持和强化节能

工作，从源头持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对节能降碳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

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深化发展阶段，能源资源需

求保持刚性增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

间窗口偏紧，工作任务偏重，必须以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以节能降碳为重要抓

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

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节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支撑。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耗是我

国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如期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坚定不移把节约能源

资源放在首位，充分发挥节能的源头把控作

用，以较低峰值水平实现碳达峰，推动我国

能效水平提升至世界一流乃至全球领先水

平，形成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阀门。

节能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

举措。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效率偏低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难点所在。要进一步

发挥节能提高能效的倒逼引领作用，严格控

制增量、调整优化存量，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

节 能 是 缓 解 能 源 供 需 矛 盾 的 必 然 选

择。从供给看，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但能源粗放利用现象突出，能源安全

保障仍承受很大压力。从需求看，我国人均

电 力 消 费 量 仅 为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国家的 56%，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

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能源需求

仍将保持刚性增长。面对能源供需的突出

矛盾，亟须把节能作为缓解能源供需矛盾、

满足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途径。

节能是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

源泉。我国节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空间

巨大。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

大力推进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推进节能降碳

产业创新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

级。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新动能，也

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坚实的产业和

技术支撑。

二、扎实推动“十四
五”节能降碳重点工作

“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碳达峰的关键期、

窗口期。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的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

感、使命感，将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方面和全过程，大力推动结构节能、技术

节能、管理节能，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统 筹 做 好“ 十 四 五 ”节 能 降 碳 总 体 设

计。研究制定并报请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十四五”节能

工作的总体思路、重点工程、重大政策和保

障措施。制定印发加强全社会节约用能促

进碳达峰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落实“十四

五”节能目标任务。以能源产出率为重要依

据，将“十四五”节能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

区，压紧压实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3.5%的目标。

严 格 实 行 能 源 消 费 强 度 和 总 量 双 控 。

落实《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

案》工作要求，坚持和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严

格能耗强度约束性指标管理，合理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健全能耗双控管理措施，增强能

耗总量管理弹性，推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

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加强产业规划布

局、重大项目建设与能耗双控政策的有效

衔接。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把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摆在节能工

作的重要位置，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下大力气抓紧抓实抓

好。坚决拿下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

大力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业领

域，深入推进煤电、钢铁、有色、建材、石化、

化工等行业节能降碳工艺革新，全面建设绿

色制造体系。交通运输领域，打造节能低碳

交通运输体系，调整优化运输结构，大力推

动交通领域电动化，推广节能和新能源车

船。建筑领域，提升建筑节能标准，推行绿

色建造工艺和绿色建材，加强超低能耗和近

零能耗建筑示范。公共机构领域，推行能耗

定额管理，全面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创建。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提升数据中

心、5G 等新型基础设施能效水平，加快绿色

数据中心建设。

加快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设备研发推

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加强节能降碳科技攻关和示范应

用，布局一批节能降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

推广先进高效节能产品设备，淘汰落后低效

设备。

深入开展节能降碳全民行动。加强节

能低碳全民教育，坚决遏制奢侈浪费和不合

理消费。引导企业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

要求。发挥好全国节能宣传周等平台作用，

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形成绿色低碳社会

新风尚。

加强国际能效合作。积极宣传中国节

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依

托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合作等机制，

带动先进节能技术产品、标准、业态模式走

出去，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效提升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不断强化节能降
碳工作的制度保障和基
础支撑

对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加强政

策协同、健全制度体系、构建长效机制，推

动节能管理、服务、监管能力现代化，加快

形 成 有 利 于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的 激 励 约 束

机制。

严格节能目标责任。严格开展省级人

民政府能耗双控目标责任考核，考核结果作

为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加强全国和各地区

能耗双控目标完成形势监测预警，定期发布

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对高预警等

级地区实施窗口指导，对能耗双控目标进度

滞后的地区，督促其控制“两高”项目投产建

设节奏。

健全节能法规标准。加快修订节约能

源法、节能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开展百项

节能降碳标准提升行动，抓紧修订一批能耗

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扩大

能耗限额标准覆盖范围。

加强基础制度建设。严格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从源头严控新上项目

能效水平。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深

入开展节能监察，强化节能事中事后监管。

推动地方实行用能预算管理。

完善节能经济政策。健全有利于节能

的价格、财税、金融政策。以节能为重要导

向完善绿色电价政策，严禁对高耗能行业实

施优惠电价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

节能降碳重点工程建设。健全绿色金融体

系，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企业上市融资

和再融资。加快推进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

建设。鼓励节能服务产业不断创新商业模

式和服务业态。

夯实节能基础能力。健全能源计量、统

计、监测制度体系，完善工业、建筑、交通等

领域能源消费统计制度和指标体系，逐步推

动 节 能 降 碳 领 域 大 数 据 资 源 共 享 和 分 析

应用。

各地区、各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

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锐意进取、

奋发有为、扎实工作，深化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确

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

大力推动节能工作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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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月 23 日 15 时，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已达

33.59 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1994 年

9 月 16 日蓄水量 33.58 亿立方米）。 24 日 8
时，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 33.71 亿立方米。

受降雨、自然径流等影响，目前密云水库水

位还在缓慢上涨。北京市水务部门本着“保

安全、多蓄水”的原则，统筹做好防洪和水资

源调度，适时通过潮河、白河向下游进行补

水调度，加快地下水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和流

域生态恢复。

密云水库于 1958 年开工建设，1960 年 9

月建成蓄水。近 61 年来，密云水库肩负起保

障首都水安全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库容

大、调蓄能力强、水源保障度高的优势，在

防 洪 、供 水 、生 态 涵 养 等 方 面 取 得 巨 大 效

益，累计供水近 400 亿立方米，其中向北京

市供水近 280 亿立方米，水质始终保持在地

表水Ⅱ类，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防洪“顶梁

柱”和水源保障、供水安全保障的“稳定器”

“压舱石”。

上图：密云水库。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密云水库蓄水量创历史纪录
达33.71亿立方米

素有“长江门户、东海瀛洲”美

称 的 我 国 第 三 大 岛 上 海 崇 明 岛 ，

2021 年 5 月至 7 月举办了以“花开中

国梦”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

览会。历经 1000 多天精心筹办、43
天精彩绽放，这场首次在岛屿上、乡

村里、森林中举办的中国花博会，展

区规模大、展园数量多、展期时间

长、展示水平高。

在崇明区委书记李政看来，花

博会是崇明区推动生态环境优势向

生态发展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也

是凝聚全区共识、加快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步伐的重大机遇。崇明区将

以花为媒，加快高质量发展，让美丽

的鲜花绽放崇明大地。

匠心独运，设计
布展动足心思

中 国 花 卉 博 览 会 由 国 家 林 草

局、中国花卉协会和承办地省级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自 1987 年举办首

届后，每四年一届，是我国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花

事盛会。

5 月 21 日，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开园亮相。本届花博会以“花开中

国梦”为主题，花博园总面积达 589
公顷，在保持生态基底和田园风貌

的基础上，突出生态特色，全方位展

示新理念、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

紧扣主题，花博园在设计布展

中动足心思。比如，占地 835 亩的

核心大花区，利用场馆、河流、道路

等要素，围合出牡丹花造型；花博园

主入口处是两朵上海市市花白玉兰

的造型；主展馆“世纪馆”顶部是一

只挥舞巨型翅膀的大蝴蝶，由艳丽

的花朵组成，这处“蝶恋花”成了花

博会上最受欢迎的打卡地。

这还是一届突显科技的花博会。据介绍，花博会举办时正

值江南湿热时节，工作人员运用创新科技手段，让冬梅、夏荷、春

之玉兰、秋之金菊等同期绽放，万花争艳而不见零落，神奇之美

令人赞叹。

美丽升级，全力推进“海上花岛”建设

对崇明区来说，花博会是一场“大考”，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发

展机会。据介绍，崇明区以花博会为契机，推动基础设施全面升

级、美丽乡村全面发展、花卉产业加快壮大、酒店民宿提质扩容、

城乡环境美丽蝶变，地方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盛会落

幕，如何放大后花博效应，让“花样经济”继续绽放？

李政表示，崇明区要乘势而上提质发展，开放创新、追求极

致、拼搏奉献，做好后花博大文章，加快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步

伐。一方面，做好有形资源利用的文章，推动花博园区发挥长期

效益，对优质场馆、美丽展园等资源尽可能加以保留，建设花博

文化公园，深化细化后续长期运营工作；另一方面，做好无形资

源转化的文章，持续放大花博会溢出效应，积极发展花卉产业，

推动花卉与旅游、康养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以花为媒、以花惠民、以花兴业、以花兴旅、以花美景。近年

来，借着花博会的东风，崇明区全力推进“海上花岛”建设。截至

2020 年底，崇明区花卉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 2018 年

的 0.59%跃升到 15.97%，花卉产业总交易额从 2018 年的不足 1
亿元提高到 10 亿元左右。

在花博会红利带动下，未来，崇明区将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据介绍，2020 年，崇明区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新创建

3A 级景区 10 家、4A 级景区 1 家。

生态优先，加快绿色转型发展

花博会的成功举办是崇明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的实践成果，也进一步展现了崇明区打造世界级生态岛

的决心。

2001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崇明生态岛

建设由此启动。2010 年，上海市政府制定《崇明生态岛建设纲

要（2010—2020 年）》，明 确 将 生 态 岛 建 设 升 级 为 现 代 化 生 态

岛。2016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再次面向未来作出决策：将崇明

建设为世界级生态岛。

世界级生态岛，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环境协调起来，

探索形成生态、生产、生活共赢的生态发展之路。多年来，崇明区

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滚动实施了四轮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累计安排 255个生态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960亿元。

目前，崇明区森林覆盖率达 30%，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10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1.5%，占全球种群数量 1%以上的

水鸟物种数达 14 种。

去年，崇明区有 4 个绿色发展案例被列入国家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试点示范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向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

市推广。

李政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除了保持生态立岛的战略定

力，崇明区将与时俱进，利用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积极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极，大力推动当地的产业园区向智能化、绿色化、高

端化转型。一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顺应

运动休闲、生态旅游、健康养生发展需求，全力打造“农旅、花旅、

文旅、康旅、体旅”等构成的“多旅”融合产业。二是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加快绿色转型发展，主动拥抱新智

造，充分激发新动能，全力打造千亿级海洋装备产业集群。三是

大力发展创新经济，以智慧岛产业园区、海洋产业园区等为重

点，积极顺应新经济、新服务、新消费、新生态发展趋势，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做大创新经济规模。

与此同时，随着轨交崇明线、沪渝蓉高铁的启动建设，崇明

岛与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之间的行程将被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未来的崇明是世界的崇明。背靠大都市，面向太平洋，这里不

仅拥有天蓝、地绿、水清、岸洁的自然环境，拥有生态、绿色、低

碳、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拥有潜力无限的美好未来。我们真

诚期待海内外的朋友们走进崇明、建设崇明、追梦崇明，让崇明

成为人人向往的生态梦想之岛。”李政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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