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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被列为 2021 全年重点
任务之一。此前，在第 75 届
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国也明确
表示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力争于 2030 年之前
推动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近期，碳达峰、碳中和在多
个重要场合被提及，随后迅速
进入公众视野。什么是碳中
和？业内人士表示，狭义概念
上，碳中和是生产和生活中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植
树造林、节能减排、碳移除等方
式抵消掉，以达到二氧化碳“净
零排放”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近日，在中国环境记协举
办的以“应对气候变化 践行低
碳发展”为主题的“环境茶座”
活动上，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
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
敏讲解了碳中和对于居民低碳
生活、非石化能源企业和全球
气候变化的影响。

多领域合力推动低碳发展

乘坐地铁公交出行、少用
一次性塑料用品、下班随手关
电源……在交通出行及日常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自觉践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

实际上，很多大型企业也
陆续投入到减少碳排放的行动
中。比如，手机企业发售新机
不再附赠充电器，亚马逊等电
商企业改用全电动送货车辆，
能源企业向清洁、高效、安全的
能源利用模式转型……

“经济发展与环保不是对
立的关系。”启迪环境零碳能
源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该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智
能+能源环保一体化”的系统，
以终端节能、余能利用、再生
能源利用以及数智运营等技
术和管理手段来代替更多煤
电利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
排放；坚持“无害化、减量化、
资源化”原则，利用垃圾焚烧
发电提供清洁能源，为节能减
排贡献力量。

柴麒敏介绍，截至目前，北
京、天津、山西、山东、海南、重

庆、云南、甘肃、新疆等省（区、
市）都提出了明确的碳排放达
峰目标。“我国已陆续开展三批
共87个低碳省市试点，共有82
个试点省市研究提出达峰目
标，其中提出在 2020 年和
2025年前达峰的省市分别有
18个和42个。”柴麒敏说。

同时记者注意到，在一些
低碳城（镇）、低碳工业园区、低
碳社区和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
等试点项目上，低碳减排模式
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柴麒敏建议，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和行动可以协同推动
高质量发展，增加绿色供给、投
资和就业，特别是通过推动“碳
普惠”机制，将促进住房、出行等
生活消费领域低碳发展，让人
人都能共享绿色转型的效益，
从而形成全民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的强大合力。

能源行业转型势在必行

生态环境部提供的资料显
示，“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结
构持续优化。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

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清洁能源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 达
23.4%，比2012年提高8.9个百
分点，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
累计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首
位；我国2019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年降低48.1%。

柴麒敏介绍，我国以发电
行业为先导，加快推动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将逐步
建立起归属清晰、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监管有效、公开透
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
场，并在立法、关键要素设计、
技术标准等方面持续开展相
关工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能源行
业作为我国实现碳中和愿景
的关键一环，势必要加快向多
元化、清洁化、低碳化和数字
化转型。尽管一些地方和企
业面临着低碳化带来的成本
增长等问题，但碳中和也将为
能源行业带来新的成长空间，
倒逼行业挖掘绿色低碳发展
新动能、探索和使用绿色技
术，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高
质量发展。

2020年12月21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
能源发展》白皮书，清晰描绘中
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路线
图。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
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围绕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采取有力
措施，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加快能源消费方式转变。

多国投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气候
变化评估报告称，人类对气候系
统的影响是明确的，且“极有可
能（95%）的 是 ，观 测 到 的
1951—2010年全球平均地表
温度升高的一半以上是由温室
气体浓度的人为增加和其他人
为强迫共同导致的”。如果不立
即采取有效的减缓政策和行动，
到2100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相对工业化前将升高 3.7—
4.8℃，海平面将上升 0.6-0.8
米，造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生
态灾难和巨大经济损失。而
若要实现2℃温控目标，剩余
碳排放空间约为1万亿吨二氧
化碳，全球按目前水平只能继
续排放20余年。

因此，实现碳中和是一项
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当前多国
纷纷作出承诺并付诸行动。据
了解，占全球经济总量75%以
上、碳排放量65%以上的国家
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一
些国家和地区已将碳中和目标
写入法律或在立法进程中。

在2020年12月12日召开
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我国再次
明确了近期的量化目标：到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
下降65%以上。

“要凝聚共识，提出全球气
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不断完善
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建设，讲好应对气候
变化的‘中国故事’。”柴麒敏
说，我国有底气、有能力、有行
动为全球的低碳发展作出新的
重大贡献。

2020年12月29日，一场冬
雪一扫连日来的阴霾，山东省烟
台莱州市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
善。经莱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部同意，该市于当日8时解
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终止
重污染天气应急Ⅱ级响应。

据了解，2020年12月，受
不利气候条件影响，莱州市重
污染天气频发。

2020年12月5日，莱州市
首次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Ⅲ级

响应。为预防和缓解重污染天
气影响、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烟
台市生态环境局莱州分局敦促
企业依法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措施。莱州分局持续加密
检查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并将
重污染天气巡查和常态化夜查
结合起来，全时段、全要素地开
展执法，范围覆盖到莱州市17
个镇街，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

2020年12月9日，莱州市
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面

对重污染天气愈演愈烈的状
况，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莱州分
局党组开展专题研究，并由局
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带队，全
体干部共同组建5个巡查组，
采取明查暗访、昼访夜查、驻厂
帮扶等方式，对纳入重污染天
气减排企业清单的500余家企
业开展24小时不间断执法检
查，确保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到
位。“我们在执法期间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严禁出现‘一刀切’

现象，对问题较小、能立行立改
的，由执法人员指导企业立即
整改；对一般环境违法问题，符
合免罚情形的，由分局督促企
业整改；对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性质恶劣的，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莱州
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 12
月29日，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莱
州分局干部职工累计出动执法
人员900余人次，驻点帮扶60

余家企业，巡查检查1600余家
企业、900余辆重型载重车辆；
执法中发现40个问题，其中责
令现场整治的有37个，立案调
查的有3个。

“应急响应解除后，我们将
继续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部
署，密切关注污染形势变化，持
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源
头管控，确保工业企业依法依
规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上
述负责人说。

山东省莱州市：

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通讯员 管夕晓 杜中尧 黄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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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G7高速梧桐大泉至
木垒段为生态让道

G7 京新高速是第二条进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速公路

大通道，其中梧桐大泉至木垒段

共分三段建设，分别为梧桐大泉

——伊吾、伊吾——巴里坤、巴

里坤——木垒段，预计2021年 6

月底通车运营。在该项目建设

中，专门为牧民转场和野生动物

迁徙修建了60多处通道，保障了

牲畜和野生动物的通行安全。

图为2020年 12月 30日，一群野

生马鹿在G7京新高速伊吾——

巴里坤段公路边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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