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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
推行方案发布

本报讯 记者贾科华报道：11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
10 部委联合对外印发《“十四五”全
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下称 《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清洁生产推
行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工业领域清
洁生产全面推行，农业、服务业、建
筑业、 交通运输业等领域清洁生产
进一步深化， 清洁生产整体水平大
幅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
高，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清洁生产产
业不断壮大； 到 2025 年， 工业能
效、水效较 2020 年大幅提升，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6000 万亩，化
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物（VOCs）排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8% 、8% 、10% 、10%以
上， 全国废旧农膜回收率达 85%，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86%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
上，城镇新建建筑全面达到绿色建
筑标准。

《方案》指出，突出抓好工业清
洁生产。其中，在加强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清洁生产评价方面，《方案》明
确，将对标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严格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
入，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采取先
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单位产
品能耗、物耗和水耗等达到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钢铁、水泥熟料、平板
玻璃、炼油、焦化、电解铝等行业新
建项目严格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
置换；对不符合所在地区能耗强度
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不符合煤炭
消费减量替代或污染物排放区域
削减等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予以停批、停建，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方案 》还对 “加快推行农业
清洁生产”“积极推动其他领域清
洁生产”“加强清洁生产科技创新
和产业培育”“深化清洁生产推行
模式创新”“组织保障”等作了具体
部署 。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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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应对对气气候候变变化化中中国国是是行行动动派派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王王林林

集结全球 15 所高校、 跨越 18 个时
区、一周内近 30 场活动、吸引百万人次
参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期间，
全球青年零碳未来峰会同步上线。 峰会
由清华大学发起成立的世界大学气候变
化联盟主办，以 COP26 举办地英国格拉
斯哥为主会场， 代表们从六大洲九个国
家接入云端， 共同为解决气候问题献计
献策。

从推动《巴黎协定》签署生效到托举
青年一代登上零碳舞台，从扭转自身二氧
化碳排放快速增长到以大国担当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关键力量，背后是中国
言出必行、行胜于言的战略定力。

“光有目标，没有行动，没有政策，那
算什么力度？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
振华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我们
是认认真真在落实”。

“制造行动假象的
文本比达不成协议更糟糕”

为期两周的 COP26，是《巴黎协定》
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被视
为拯救人类免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
会”。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鄄
FCCC)介绍，谈判有 4 个主要目标：到本
世纪中叶确保全球实现净零目标，并保持
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 保护社区和自
然栖息地；调动资金，发达国家须兑现每
年筹集至少 1000 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
诺；敲定《巴黎规则手册》，推动《巴黎协
定》全面运作。

尽管部分讨论可能延期， 但截至 11
月 12 日既定的闭幕时间， 诸多结果并未
达到预期。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指出，气
候融资是 COP26 的重要议题。 发达国家
承诺在 2020 年前， 每年从各种渠道联合
调动 1000 亿美元， 用于解决欠发达国家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这个承
诺没有完全兑现且面临延迟，引起欠发达
国家的强烈不满。

11 月 10 日发布的 COP26 决议草
案， 敦促各国在 2022 年底前加强碳减
排目标，比原定时间提前 3 年，并提出
明年底前制定长期战略、 加快淘汰煤
炭和化石燃料补贴等诉求。 在多位气
候观察人士看来， 这些内容更多停留
在空洞的言辞 。 “草案对遭受致命洪
水、 热带气旋等打击的人们来说起不
到任何帮助， 制造行动假象的文本比
达不成协议更糟糕。 ”国际行动援助组
织气候政策协调员 Teresa Anderson 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 草案仅仅呼
吁发达国家 “紧急升级 ”援助 ，却回避
提供更多经费、 减少碳排放等富国许
下的承诺。

“我们并没有在发达国家的承诺和
进展中看到诚意， 听到的口号远多于实
干。 ”参与谈判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高翔举例
说，加拿大 2020 年 1 月提交的履约报告
预测，2020 年减排 6%、2030 年减排 10%，
距离其此前承诺的 2020 年减排 17% 、
2030 年减排 40%—45%存在明显差距。
“更糟糕的是，该国 2018 年、2019 年实际
排放量逐年上涨， 这些都让人无法对其
实现承诺建立信心。 此外，欧盟、美国、日
本甚至排放还在增长的加拿大都提出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但都没有
提出实现目标的清晰路径。 ”

“说了我们就得做到，
这才能真正体现行动力度”

相比之下，中国始终通过有力行动和
实际成果，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

COP26 召开首日， 在解振华及中国
代表团团长、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谈中，古
特雷斯希望中国代表团在 COP26 期间
一如既往积极发挥影响力， 加强与各方
沟通协调，为推动 COP26 取得成功贡献
力量。

“中国不光是说， 而且在实实在在地
做。 不仅确定目标，还确定了相配套的政
策措施、行动、投资，有时间表、路线图，说
了我们就得做到，这才能真正体现行动力
度。 ”针对近期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在
气候问题上的诚意和可信度，解振华直言
不讳———“这是无稽之谈”。

数字最有说服力。 最新发布的《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白皮书显
示：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 2015 年下
降 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
标，比 2005 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中
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
－45%的目标，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8
亿吨， 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
长的局面。

“中国不仅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
的国家之一， 还有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

售规模连续 6 年位居全球第一，新型储
能装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等扎实成绩。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连续 8 年成为全球
最大新增光伏市场， 光伏产品出口到
200 多个国家及地区， 降低了全球清洁
能源使用成本。 ”参与白皮书编制的生
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能
源环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强调，
中国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不是
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现有成果也非一蹴
而就，但中国言行一致并为之付出了艰
苦卓绝的努力。

COP26 召开前夕，中国《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联络人向《公约》
秘书处正式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
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
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
略》，这是中国履行《巴黎协定》的具体
举措。 高翔坦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
样，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排
放空间，

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多边谈判之一
又迎来了胶着时刻。

从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
性气候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生效的 1994 年算起，全球参与的
气候谈判已经走过 27 年。其间，除了艰
难达成两份虽具有约束力，但却远未得
到彻底执行的全球化协议———《京都议
定书》和《巴黎协定》之外，拿得出手的
成果寥寥。 谈来谈去，各说各话，分歧
远多于共识，人类面临的气候威胁不降
反增。

全球的顶尖科学家们已经证实，气
温升高与气候风险是非线性的伴生关
系，每 1 摄氏度的温升，都会导致气候
风险的几何级数增加。 而联合国气象
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的 10 年是
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 10 年。 格
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前一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更是抛出了一份令人
感到绝望的分析报告：基于最新提交的

160 多份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测算，
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升高约 2.7 摄
氏度，而《巴黎协定》划定的温升红线是
2 摄氏度。 更高的温升幅度意味着极端
气候灾难的大范围降临。而要避免这样
的毁灭性结局，全球化的强力气候行动
是唯一出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当美国炮制
20 年前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荒唐
一幕，于 2017 年悍然退出《巴黎协定》，
导致全球气候谈判进程大步倒退时，如
果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像
美国一样任性无为，决定人类未来命运
的气候谈判必将陷入死局。

但是 ，中国坚定选择做气候治理
的行动派。 数字为证：2020 年 ， 中国
的 碳 排 放 强 度 较 2005 年 大 降
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
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45%的
目标 ； 累计减 排 二 氧 化 碳 约 58 亿
吨 ，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

长的局面 ；2010 年至 2020 年退耕还
林还草约 1.08 亿亩 ；风电 、光伏发电
等绿色可再生电源装机及投资总额
连年稳居世界第一……应对气候变
化 ， 中国贡献了扎扎实实的中国力
量、中国方案。

就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召开前夕，
中国陆续出台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推动城乡建设
绿色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全面部署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并发表
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白皮书，向世界深入阐释了新时代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理念、新战略，用一
系列实际行动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
顺利召开营造了积极氛围。在气候行动
力严重不足的当下， 中国的自我加压、
率先垂范显得弥足珍贵，主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尽显无遗。

只有行动，愿景才能变为现实。 气
候变化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今天的气
候异象， 根源出在率先完成工业化的
国家一两百年来的肆意排放， 他们对
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
任。 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人均历史累
计排放量是中国的 8 倍之多。 因此发
达国家在加大当前及未来减排力度的
同时， 有义务帮助欠发达国家更好地
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 在此背景下，发
达国家能否兑现 12 年前在哥本哈根
许下的承诺， 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将成为决定
气候行动成败的关键一环。

天下事，以实则治。 面对海量争议
和分歧，寄望于通过两周唇枪舌剑式的
谈判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但只要
所有国家都能行动起来，将温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保持下去，气候大
会就是成功的。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
要更多像中国这样的行动派。

气候治理需要更多中国这样的行动派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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