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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碳排放有成效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能源结构、发展非化石能源、恢复
自然生态环境、养护森林增加碳汇、发展碳
市场等举措，努力实现“2030 年左右碳排
放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的自主贡献目标。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2019年8月，辽宁鞍山供热集团在企业
内部进行了环保领域的“冬病夏治”。供热
集团董事长左俊杰告诉笔者，由于城市扩
张，今年冬天他们的供热任务要达到近
8000 万平方米，同时，环保要求也越来越
高，相关环保技术的升级、改造马虎不得。
左俊杰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多位专家，为企业环保技
术改造出谋划策。

像鞍山的企业一样，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各地对企业绿色低碳发展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目前国家已发布728项国家推荐工
业节能技术装备，研究制定715项工业节能
与绿色标准。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建设
800家绿色工厂、79家绿色园区和40家绿色
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2016 年至 2018 年，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
下降超过 13%,实现节能量约 4 亿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约10亿吨。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碳排放强度下
降，基本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
面。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6 亿立方
米。2016-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累计
降低 11.35%，节约能源约 5.4 亿吨标准煤，
为落实“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和
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奠定坚实基础。

延伸阅读：
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各国政

府都在制定相关政策，采取行动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政
府勇挑重担，不仅在国内积极采取措施，在全
球范围内也主动寻求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减缓气候变化。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
效、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
汇等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取得较好效果。化
石能源的燃烧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所
以目前主要针对能源领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电煤长期以来占煤炭消费量的50%左右，电力
行业减排潜力巨大，故中国政府首先将电力行
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此外，中国政
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如今，可再生能源的
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凸显。

适应气候变化。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其战略目

标期到 2020年，包括了一系列保护水资源、
森林防护、强化灾害预防等措施。农业安全
关乎国家安全，故《战略》提出了新的农业
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水资源领域，国家出
台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等
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节水型社会。陆
地生态系统领域，从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等几个角度出发，颁布了相关政策。海洋
生态系统方面，加强海洋生态的修复工作。
此外，全球适应委员会由荷兰发起并于2018
年10月成立，目前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
家作为联合发起国，由34位在全球拥有重要
影响力和广泛声誉的人士担任委员。

体制建设。2018年 4月，应对气候变化
和减排职能由国家发改委划转至新组建的生
态环境部。为能有效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工
作，各省市以及全国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MRV （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体系，为碳市
场的建设提供了数据基础。中国政府正加速
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用市场机制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 （李 彦 杨小力）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与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以保护好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正
在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

近几年来，中国以建
设性的姿态推动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系统，并采取切实有
效的政策措施强化应对气
候变化国内行动，展现了
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的坚定决心。

同时，中国统筹国际
国内两个大局，动员全社
会管理参与，并且采取调
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
构、低碳发展创新、推动
多个地区碳排放达峰，积
极参与国际交流等一系列
政策和措施，持续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不断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能
力，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相对于2015年，中国
2018 年单位 GDP 碳排放
强度下降约 45.8%，已经
提前完成到 2020 年下降 40%、45%的目标，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了14.3%，同
时也在积极推动碳市场建设，在试点基础上，
2017 年 12 月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建设，将成为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工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

2018年 4月，应对气候变化业务由国家
发改委转到生态环境部，实现了大气污染防
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统一管理，这是在新形
势下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统筹协同
增效的重要措施，为顺利开展全国碳市场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很大程度上对因化学
需氧量 （COD）、生化需氧量 （BOD） 造成
的水污染治理有帮助，因为这些污染源于消
耗化石能源。现在最大的土壤污染问题之一
是过度施肥，尤其是氮肥的过度使用对土壤
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在生产这
些氮肥、磷肥的过程中也释放了大量的温室
气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效地控制氮
肥、磷肥的生产，且结合农业农村部正在推
行的测土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减缓和遏制
土壤污染的趋势。所以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
对大气，对整个生
态体系建设都有不
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作者系国家气
候战略中心博士）

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与世界同行中国与世界同行
鞠立新

当今世界，气候逐渐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人类

共同的责任。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推动自然解决之道

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
峰会上，中国和新西兰受邀作为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共同
牵头方，努力推动该领域形成一揽
子成果。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领域共同牵头国，中国积极推动各
方系统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
倡导依靠自然的力量应对气候风
险，构筑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韧

性社会。
依靠自然的力量应对气候风

险，中国在这方面已有许多尝试，
总结出宝贵的经验。

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介绍，中国在国内积极推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林业和草原、农业、海洋、
水资源等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划定生态红线，有效保护生物多样
性，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推进
大规模国土绿化，增加森林、草原、
湿地等资源总量，增强生态系统功
能，加强资源保护及灾害防控，协同
推进增加碳汇；农业方面，化肥用量
提前实现负增长，畜禽粪污、秸秆综
合利用水平明显提升，生物质能源
快速发展；海洋方面，开展海平面监
测评估、蓝色碳汇研究及试点、海洋
生态修复等工作；水资源方面，完
善防洪排涝减灾体系，优化水资源
配置，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培育青少年的力量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应成为应对
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和推
动者。中国重视、鼓励和支持广大青
少年在生态环保和气候行动中发挥生
力军作用，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
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

“小孩能做什么呢？节约用电、用
水、用纸、垃圾分类等对保护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都有作用。”日前，中科
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强调。

来自浙江省余姚市东风小学五年
级的方涵同学曾代表“中国环保小卫
士”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全球第
六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她用一件
件事例叙述了自己跟同学们 20 年来所
做的节能环保的事情。联合国友好理
事会主席布朗博士对方涵说：“你的演
讲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环保，也感受
到了中国孩子们的力量。”

2019 年 9 月 27 日，笔者在深圳应
对气候变化科普进校园讲座的百花小

学大讲堂上，发现小朋友们回答问题
十分流畅。李彤校长介绍，这得益于
学校把环保教育纳入常态化课程中。
姚煜老师说，她还经常组织师生们做
一些有趣的环保实践活动，例如用果
皮制作酵素等手工课，此类课程得到
了孩子们的喜爱。同学们试着用自己
制作的酵素清洁灶台和油烟机，去油
污效果显著，还不污染环境。

深 圳 市 标 新 科 普 研 究 院 理 事 长
长、航都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素平告诉笔者，他们公司于 2017 年开
展的“青锋少年”项目就是为青少年
普及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引导他们为
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北京电影学
院副教授郭劲锋介绍，“青锋少年”活
动的一个部分是气候影视作品创作及
教师培训和学生创作，其中，小短片

《父亲的胡杨树》生动讲述了一位81岁
的爷爷为了抢救胡杨树，先后挖了 11
口井。他说：“我肯定会死，但没关
系，能多活一棵树都是好的。”《禁渔
之后》 讲述了深圳湾在禁渔之后生态
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与反思人与

海洋、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青少年
拍摄的影片打开了一扇窗，让世界进
一步了解中国普通民众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据统计，2018 年，在全国各类环
保教育进课堂、青年环保文化节、环
保公益大赛、摄影大赛等活动中，参

与的青少年超过 5000 万人次。1999 年
至 2018 年底，保护母亲河行动、建设
绿化工程活动中，吸引青少年参与共
计 6 亿人次。其中，通过国际项目合
作，在全国各地共植树 9832 万多株，
2 万外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并参与植树
活动。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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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市第一条1吉瓦2亿片高效黑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
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全自动数字化绿色工厂等先进理念，实现了
高效能电池片的规模化生产。图为工人在查看高效黑硅太阳能电池
片生产线运行情况。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环
保
志
愿
者
与
夏
庄
小
学
的

孩
子
们
参
观
鸟
类
标
本
，
放
飞
救
护
的
重
点
保
护

猛
禽
红
隼
，
清
理
白
沙
河
堤
岸
垃
圾
，
用
实
际
行

动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

王
海
滨
摄
（
人
民
视
觉
）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修复一期全长7.5公里的甸溪河生
态环境后，沿河两旁水清草绿，荷花芬芳，周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修复一期全长7.5公里的甸溪河生
态环境后，沿河两旁水清草绿，荷花芬芳，周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近年来积极推进风光、农光和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体现了低碳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图为天长市高邮湖畔正在运行中
的光伏发电站发电设备。 宋卫星摄 （人民视觉）

希望 据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