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举办的北京市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3年在国家低碳试点
城市建设评估中，北京市凭借
低碳试点整体工作进展较快、
重点任务有效落实和形成多
项创新做法等特点，在81个
低碳城市试点评估中成绩排
名第一。

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
部门不断健全完善试点碳市
场工作机制。

今年10月，北京市政府
将出租车行业纳入试点碳市
场履约范围，还开展了2022
年度碳排放配额有偿竞价发
放，通过市场化手段促使企业
主动减少碳排放。

“作为全国首批开展的7
个试点碳市场之一，北京试点
碳市场自2013年开市至今已
平稳运行10年，覆盖近1300
家单位、碳排放总量占全市一
半以上，形成了政策制度完
善、参与主体多元、交易活跃
度高、碳价激励约束作用显著
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
处处长明登历介绍。

明登历称，北京市按行业
发展阶段科学制订和更新方
法学，完善及更新各行业先
进值，组织配额有偿竞价发
放，建立绿电消纳补偿机制，
额外购买的绿电碳排放量按

零计算，开展低碳出行等碳普
惠行动。

低碳出行离不开普通市
民的参与。“依托试点碳市
场，北京市创新性打通了碳
普惠和碳交易。”明登历表
示，碳普惠平台收集的公众
低碳出行碳减排量，经审定
后，可在北京市试点碳市场
交易，用于重点碳排放单位
配额清缴抵销或主动履行减
碳社会责任。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北京市共签发低碳出行碳
减排量 12.7 万吨，大部分已
出售至重点碳排放单位用于
碳排放履约，所得资金通过
碳普惠平台回馈参与低碳出
行的公众，形成可持续的良性
循环。

明登历介绍，北京市发布
了MaaS低碳出行碳减排项
目评估方法，平台企业积极响
应，实施低碳出行项目。公
众也可以根据实际自行选择
碳普惠平台，完成碳普惠注
册后，低碳出行即可实时获
得碳减排量。获得的减排量
既可用于植树、修桥、低碳冬
奥建设等公益性活动，也可
在平台上兑换购物代金券、
视频会员、公交地铁充值卡等
激励。

北京市民张力平时喜欢
运动，在出行方式上更热衷于
绿色出行。他告诉记者，日常
外出会使用导航软件选择两
种绿色出行方式，一种是步行
导航1公里到公交站，另一种
是骑行 3 公里到达地铁站。
经估算，这两个行程分别获得

0.3KG 和 0.8KG 的 绿 色 能
量。“积攒的能量可以兑换各
种直减券，很实用。”他说。

截至今年9月，“MaaS出
行 绿动全城”绿色出行碳普
惠激励活动正式注册用户近
400万人，累计出行人次近3
亿人次。经初步核算，活动累
计碳减排量达数十万吨，有力
推动了交通领域碳减排进程，
协同改善环境质量。

“经过十年的建设和发
展，‘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
益’的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纳入管理单位的碳排放管
理水平和碳排放下降率明显
优于全市平均水平，北京碳市
场成为展示首都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新
名片。”明登历说。

低碳城市试点建设走在先

北京市一直在积极探索
低碳发展模式和不同层次的
低碳发展试点。

2022年6月，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印发实施的《 北京市

“十四五”时期低碳试点工作
方案》提出，到2025年，筛选
出一批成熟可推广的先进低
碳技术，培育一批碳绩效领
先的低碳领跑者企业和公共
机构，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绿
色低碳的气候友好型区域，
凝练总结一批综合性气候投
融资政策工具，为研究制定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
法规、标准积累经验、提供支
撑，为带动全社会践行低碳
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可借鉴、

可复制的样板。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先进

低碳技术、低碳领跑者企业、
气候友好型区域和气候投融
资等试点，建设了一批多层
次、多类型的低碳试点示范项
目。”明登历介绍，通州区、密
云区成功入选国家气候投融
资试点，丽泽金融商务区等4
个案例和1名志愿者入选生
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一期入
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公众
参与实践基地。

2022 年以来，北京市低
碳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国家速
滑馆低碳技术综合应用项目、
北京城市副中心智慧能源服
务保障中心被动式近零碳（能
耗）示范项目等12个项目获
评为先进低碳技术试点优秀
项目。

“2023年，在国家低碳试
点城市建设评估中，北京市凭
借低碳试点整体工作进展较
快、重点任务有效落实和形成
多项创新做法等特点，在81
个低碳城市试点评估中成绩
排名第一，被评选为优良，城
市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明登
历说。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
累计浓度为32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总体呈改善趋势，为
历史同期次优。

关于未来发展趋势，明登
历表示，北京市将继续统筹产
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减排，
完善碳市场调节机制，强化低
碳试点示范，提高适应气候能
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努力
推动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再上新台阶，在应对气候变
化中贡献“北京经验”。

全国首个氢能碳减排

项目落地北京

此外，氢能作为一种新
能源，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

“全国首个氢能碳减排项
目已在北京落地。”明登历介
绍，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面向
车用氢能领域的碳减排方法
学，鼓励交通领域降碳减污。
基于此方法学，大兴区相关企
业牵头，借助京津冀智慧氢能
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控氢燃料
电池汽车运行情况、核算减碳
成效。“这是全国第一个具备
落地资格的氢能领域碳减排
项目，预计每年碳减排量达
2.4万吨。经审定签发的减排
量可作为碳排放抵销产品，参
与北京碳市场交易，产生的收
益返还车辆所属企业，形成良
性循环。”明登历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能源政策研究部部长景春梅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
前，绿氢在我国氢能的占比不
到1%，但是到2030年估计会
扩大到15%。当前绿氢的制
备成本是每公斤25元，随着
技术进步迭代、规模扩大，到

“十五五”时，成本有望降到每
公斤20元。

同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多部门持续出台政策
支持国内氢能产业的发展。

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年）》指出，氢能
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氢能是用能终端实
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
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
司副司长王翔在解读规划时
强调，氢能具有清洁低碳属性
和跨界应用潜力，可广泛应用
于交通、工业等领域，例如燃
料电池车辆、氢能冶金等；同
时，也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的优质替代能源。通过广泛
推广氢能在用能终端的应用，
将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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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纳雍贵州纳雍：：
高山风力发电助推绿色发展高山风力发电助推绿色发展

12月7日，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

锅圈岩苗族彝族乡马场村大滥坝风力

发电场，一台台风力发电机矗立在群山

之巅，与苍翠的青山相映成趣，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锅圈岩苗族彝族乡利用高

山风力资源发展风力发电产业，促进节

能降耗、低碳减排，实现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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