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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2 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包括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新部署、积极减缓气候变化、主动适应气

候变化、完善政策体系和支撑保障、积极参

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5 个方面，全面

总结了 2021 年以来我国各领域应对气候

变化新的部署和政策行动，展示了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效，以及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所作出的

贡献。

我国实现了经济发展
与减污降碳双赢

《报告》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导下，我国坚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战略，建立起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安排，

采取更加强有力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产业。近年来，稳步推进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集群建设，支持工

业 绿 色 低 碳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 截 至 2021 年 ，我 国 共 培 育 430 家

节 能 环 保 类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节

能环保产业产值超 8 万亿元，年增速 10%
以 上 。 绿 色 产 品 认 证 覆 盖 建 材 、快 递 包

装 、电 器 电 子 产 品 、塑 料 制 品 等 近 90 种

产品。

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提高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水平。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10.63
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44.8%，海上

风电装机跃居世界第一。持续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集中利用，累计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近 9 亿千瓦，实施灵活性改造超 1 亿千瓦，

10.3 亿千瓦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

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93%，建成世界最大

的清洁煤电体系。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2021 年，我

国 完 成 森 林 抚 育 3467 万 亩 、退 化 林 修 复

1400 万亩，完成造林 5400 万亩，治理沙化、

石 漠 化 土 地 2160 万 亩 ，新 增 和 修 复 湿 地

109 万亩，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持续完善。

《报告》指出，经初步核算，2021 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 降 低 3.8% ，比 2005 年 累 计 下 降

50.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

重 达 到 16.6% ，单 位 GDP 煤 炭 消 耗 显 著

降低。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实现了经济发展

与减污降碳双赢，绿色日益成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生态环境部应对

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说。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达 1.96亿吨，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2021 年 7 月，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截至今年 10 月 21 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达 1.96 亿吨，累计成交额达

85.8 亿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交易价

格稳中有升，各项数据表现亮眼。

“总体来看，经过第一个履约周期的建

设和运行，全国碳市场已建立起基本的框

架制度，打通了各关键流程环节，初步发挥

了碳价发现机制作用，有效提升了企业减

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意识和

能力，实现了预期目标。”李高说。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

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认为：“目

前，以碳市场发现碳价的机制初步发挥作

用，企业碳资产意识、碳减排意识以及利用

市场手段实现低成本减排的意识大幅增

强，碳市场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李高说，在全面总结第一个履约周期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部正在抓紧

推动新履约周期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关配

额分配方案将于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碳排放统

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

“在促进化石能源低碳转型和新能源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碳 市 场 作 为 一 种 市 场 机

制，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志轩

说，下一步，应在加强碳交易立法、科学分

配配额、提升市场活跃度、精准核算排放

数据、强化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

碳市场。

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 2035 年我

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之一是“广泛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怎样贯彻落实好有关部署和要求？

李高说，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

变化的工作，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

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

能效、建立市场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

得了突出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国进一步做好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明确了方向。”李高说，下一

步要继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围绕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部署，坚持

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强化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积极稳妥推进“双碳”

工作，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

系，加快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稳妥

有序地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持

续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等。

李高还表示，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多角

度的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普及，倡导形成绿色

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推动落实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快气候变

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

变化全球治理，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

共赢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不断贡

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22022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发布发布

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 步伐坚实有力步伐坚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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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近日，《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2 年
度报告》发布，全面总结了
2021 年以来我国各领域应
对气候变化新的部署和政
策行动，展示了我国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的新进展和新
成效等。

■美丽中国R

本版责编：陈 娟 张文豪 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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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高云才）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取

得显著成效。2020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共同启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在东北实施区域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3年来，

东北四省（区）已累计在 223 个项目实施县实施保护性耕作 2.01 亿亩次，

2022 年实施面积达到 8300 万亩，超额完成 8000 万亩任务面积。共建设

了 56 个整体推进县和 712 个县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25 个县实施面积超

过 100万亩，四省（区）以点带面、梯次铺开的态势已经形成。

为推动东北四省（区）提前做好 2023 年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准备，

特别是抓住秋收关键节点，指导实施主体科学留住秸秆、规范使用技

术，切实提升实施质量和实施效果，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2023 年东北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进一步明确保护性耕作技术规

范性要求，要求结合 2020 年以来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对保护性耕作技

术类型、不同区域主推模式、作业补助标准划分、整体推进县及高标准

应用基地建设要求、作业监测设备及平台等进行了细化、明确和界定，

要求四省（区）因地制宜修订或细化本省技术规范，推动保护性耕作扩

面与提质有机结合。

东北四省（区）3年来

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超2亿亩次

本报武汉 10 月 30 日电 （记者李霞）10 月 28 日 9 时 30 分，位于汉

江中下游干流的碾盘山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顺利完成导流明渠截流，泄

水闸、船闸等主体建筑物投入使用，标志着枢纽工程主体建筑物基本建

设完成，工程初步发挥效益。

该工程泄水闸最大过流能力达 27700 立方米每秒，为汉江中下游

泄洪能力最大的单体泄水建筑物。船闸设计通行能力为 1000 吨级，

最大通航水头 14.2 米，为汉江中下游梯级枢纽中结构尺寸最大、单次

通过能力最大的通航建筑物。工程总投资 66.36 亿元，是汉江梯级开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建设任务以发电、航运为主，兼顾灌溉、供水。工程总库容 8.77
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 180 兆瓦，灌溉面积 46.29 万亩，年供水量

约 1.0 亿立方米。

碾盘山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完成导流明渠截流

本报济南 10月 30日电 （记者侯琳良）10 月 29 日 17 时，距离山东

省东营港 20 公里的渤海中部近海海域，海上风电平价时代全国首个核

准项目并网发电，也是山东省平价海上风电首度绿电。

据介绍，这个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渤中海上风电项目，

总投资 66.85 亿元，装机容量 501 兆瓦，项目每年可提供绿色电量 16.98
亿度。

2022 年起，新增海上风电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作为

全国首批、山东首个平价海上风电项目，渤中海上风电项目对引领海上

风电平价开发进程，将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山东首个平价海上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