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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加强碳市场建设，加快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中国先行区，促进成渝“双圈”
生态共建环境共保……近年
来，重庆市一直着力提高生态
保护水平，坚定走绿色低碳发
展之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
质量发展。

碳普惠成效初显

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数据，
今年上半年重庆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同比增加6天；长江
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为Ⅱ类，
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为98.6%。

“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之
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国
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
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直接
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健康
水平和城市的吸引力。城市
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而应通过科学合理的规
划和管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
双赢。重庆市在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上的努力，正是体现了
这种发展理念，即在追求经济
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
生态修复，确保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今年是重庆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正式启动10周年。1
—6月，重庆碳市场交易量排
全国8个地方碳市场第3位。
截至今年6月底，重庆地方碳

市场累计成交碳排放指标

5109万吨、12亿元；碳市场价

格增长至45元/吨；碳排放配

额年度履约率提高至99.7%；

推动实施碳减排项目超80余

个，减碳近2100万吨，市场机

制对碳减排工作的促进作用

日益显现。

重庆形成了全国唯一全

面推动工业减排的地方碳市

场。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总量

处副处长曹平在2024年上半

年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

前，重庆市纳入碳市场的控排
工业企业碳排放量占全市总
量的87%，覆盖全部7种国家
规定管控的温室气体，是试点
碳市场中唯一管控7种主要温
室气体的省市。通过采取完
善制度规范、狠抓履约管理、
强化改革创新等有效手段，重
庆地方碳市场交易实现了量
价齐升。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搭
建平台积分商场，实现了全国
首例公交领域公众碳普惠闭
环，推动公众自愿减排，碳普
惠成效初显。

据曹平介绍，重庆市打造
集“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
功能为一体的“碳惠通”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平台，并建设联
通了渝快办、重庆公交等 15
个应用场景，累计注册用户突
破 210万。核发的自愿减排
量共200万吨，成为地方碳市
场低成本履约的有效补充。

与此同时，重庆市有序开
展碳配额质押融资服务，已累
计开展碳排放配额质押融资
10家（次），融资金额约5.4亿
元。用好央行碳减排支持工
具政策，推出“绿易贷”“绿票
通”等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累
计投放资金超130亿元，预计
带动减碳超 360万吨。搭建
川渝碳中和联合服务平台，率
先实现两地自愿碳减排量互
认、互联、互通，助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绿色低碳发展。

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

今年上半年，重庆绿色低
碳发展更加强劲，加快打造了

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
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比如，组
织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国
家试点，谋划482个项目进入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在全国率
先印发“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调整方案，分类划定
818个环境管控单元，更好支
撑产业优化布局；全市高效审
批项目环评 1136个、涉及投
资 3136 亿元，支持交通、能
源、半导体芯片等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

从产业端来看，新能源汽
车是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之
一。重庆市上半年淘汰治理
老旧车5.2万辆，推广新能源
汽车10.6万辆。

“绿色低碳产业不仅能够
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减轻环境压力，还能促进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城市的
经济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通
过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城市可
以实现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
统发展模式向低碳、环保、高
效的现代发展模式转变，为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袁帅说。

今年以来，重庆市还出台
了《美丽重庆建设行动计划》，
迭代构建美丽重庆建设目标
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
价体系，为美丽重庆建设绘制
了清晰的“路线图”和详尽的

“施工图”。
治废治塑方面，重庆市印

发了“无废城市”建设成效评
估指南，制定“无废指数”指标
体系，建成“无废城市细胞”
1600 余个，开展全国首批燃
煤电厂协同处置危险废物试

点，建成全国首个电力行业固
废循环利用中心。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刘芹表示，下一
步，重庆将锚定全面打造美丽
中国建设先行区总体目标，一
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
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
乡，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在西
部地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中发挥引领作用，打造一批
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
的标志性成果。

袁帅认为，重庆市作为长
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其生
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
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重庆
市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已经
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为进
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此外，重庆市还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
底蕴，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潜力。

业内人士表示，重庆市作
为直辖市，拥有较为完善的政
策制定和执行体系，能够迅速
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
求，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措
施。重庆市还拥有较为完善
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创新能力，
为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渝“双圈”联建联治

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
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据介
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扎实
推进夏秋季“治气”攻坚、移动
源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新完成

企业深度治理或超低排放改
造 31家，累计实施企业废气
治理577家，新增培育大气污
染防治绩效评定A、B级企业
27家、占总量的49%。

“企业可以积极转型升
级，采用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和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加强环保投入，建设和完
善环保设施，确保生产过程中
的环境安全；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事业，如植树造林、环境保
护宣传等，为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企业还
可以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
合作，共同开展绿色低碳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推动行业的绿
色转型和升级。”袁帅说。

绿色低碳发展也离不开
地区之间的紧密协作。

“今年以来，重庆市会同
四川方面制定生态共建环境
共保年度工作要点，开展生态
环境联建联治行动，深化跨界
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改革，22项
年度重点任务有序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范围内7
个渝入川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100%。”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综合处副处长（挂职）朱杰说。

朱杰表示，接下来重庆将
从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生态环
境协同管理、生态系统协同保
护、绿色低碳协同转型四个方
面持续发力，推动成渝地区生
态环境保护能级不断跃升。
成渝双方将共推绿色发展，持
续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
动，协同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
试点，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区。

针对成渝“双圈”共同推
动区域绿色发展，袁帅分析
称，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
共享资源和技术、协同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等方式来实
现。双方可以共同制定绿色
发展规划和政策，推动产业结
构的绿色转型和升级，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共同
打造绿色低碳的生态环境和
生活方式。

同时，重庆市逐“绿”向
“绿”还需要政策的进一步支
持。在业内人士看来，首先要
加强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支持
力度，对绿色低碳产业给予更
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其
次是完善绿色金融政策，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项
目的信贷支持；再次是建立健
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碳
定价机制，引导企业减少碳排
放；最后是加强科技创新政策
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
大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

重庆市重庆市：：

坚持生态先行坚持生态先行        走稳绿色低碳发展路走稳绿色低碳发展路

天蓝、水清的重庆市区。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