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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11：：能能源源系系统统深深度度降降碳碳
编者按

��实实现现碳碳达达峰峰碳碳中中和和是是推推动动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的的内内在在要要求求，，要要坚坚定定不不移移推推进进，，但但不不可可能能毕毕其其功功于于一一役役。。22002211 年年是是““十十四四五五””开开
局局之之年年，，也也是是纵纵深深推推进进降降碳碳的的新新起起点点。。 一一年年来来，，实实现现降降碳碳目目标标升升级级为为国国家家战战略略、、形形成成了了全全社社会会共共识识，，降降碳碳行行动动有有了了路路线线
图图、、施施工工表表，，从从地地方方、、行行业业到到能能源源企企业业纷纷纷纷付付诸诸努努力力，，加加快快构构建建清清洁洁低低碳碳安安全全高高效效的的能能源源体体系系。。

坚坚定定不不移移走走绿绿色色低低碳碳的的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道道路路，，能能源源行行业业是是行行动动派派！！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有基础、有底气。
2021 年 10 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下称“COP26”）
召开前夕发布， 这是我国继 2011 年以来第二次从国家层面对外
发布的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我国 2020 年
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8.4%，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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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能源生产
和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速转变，
我国由此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步，我国从顶层设计出发持续
加强统筹协调。 中央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全体会议就强调，当前要围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推进能源结
构调整、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健
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等，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
举措。

按照部署，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法规、政策及标准
陆续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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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N”政策体系中
发挥统领作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了路线图、施工表。 《意
见》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提
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五个方面主要目标。 针对能源领域，
要求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强化能源消
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化石
能源消费，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任务目标，提出了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等十
大行动。 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 25%左右，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顺利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

再如， 人民银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支持清洁能
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并撬动更多社
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在此基础上，再设立 2000 亿元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
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工业清洁燃烧
和清洁供热、民用清洁采暖、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大力推进煤
层气开发利用。 绿色金融政策频出，让降碳行动底气更足。

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我们积极行动、言行一致。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国家行动持续发力。

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
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被列为抓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当务之
急和重中之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严控“两高”项目
盲目上马和去产能落实情况作为查处重点，查实了一批突
出问题，督促地方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推动整改落实。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
动，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 2162 家发电行业企业，覆盖
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
市场。 从全年表现看，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活跃度稳步
提高，企业减排意识不断提升。 国家电投集团、大唐集
团、华电集团等多家电力企业 ，提前完成首年碳排放
配额清缴工作，实现首个履约周期 100%履约。 在发电
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 ， 全国碳市场将按照
“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逐步纳入石化、化
工等更多高排放行业。

2021 年 11 月 COP26 召开在即，我国向《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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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
排放发展战略》。 这是履行《巴黎协定》的具体举措，体现
了我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
心和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COP26 期间，中国代表
团积极参与各项议题谈判磋商，加强与各方对话交流。 特
别是在大会关键时刻，创造性地与美国联合发布《中美关
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
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并与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
实施，为大会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此外，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中共中
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明确提出“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总体上看，二氧
化碳排放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可以为 2035 年“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奠定坚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碳减排行动涉及面广、周期较长，一些
地方由于认识不足、统筹不周，出现目标设定过高、脱离实
际及节能减排基础不牢等情况。 但“跑偏”的行动得到了及
时纠正———相关会议要求，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
棋，既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也要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在下一步工作中树
立正确导向、细化政策要求、抓好工作落实、加大督导力
度，及时发现并纠正相关问题，确保落实决策部署不跑偏、
不走样。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面
对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治理污染 、维护能
源安全等多重挑战，计划以 30 年左右的时
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比主要发达国
家用时大大缩短， 能源和产业转型任务更
加艰巨。 对此，需要各方拿出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劲头。 近一年来，地方、行业及相
关能源企业纷纷行动， 因地制宜探索低碳
化发展路径。

在地方层面，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均
在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了关于“双
碳”目标的相关举措，另有多地围绕“双碳”
目标制定专项方案。 例如，《浙江省碳达峰碳
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是全国率先出台的
“双碳” 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目标是到 2030
年，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取得积极
进展，抢占碳中和技术制高点，高质量支撑
该省实现碳中和；《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
进条例》 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要求
该市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出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优化调整能源结
构等具体要求。 浙江、湖北、湖南、重庆等多
地，则开展了低碳工业园区、“零碳”体系试
点建设等工作。

在行业层面， 节能减排力度不断加大，
能源结构调整持续加速， 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成为重中之重。 国家能
源局公布的 2021 年“成绩单”显示，在全力
以赴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 非化石能源发
展迈上新台阶， 全行业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 立足加强煤炭兜底保障，加大油气勘
探开发，加强油气管网重大工程建设和互联
互通，煤油气产量齐升，能源生产供应能力
持续提升。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
史性突破 10 亿千瓦 ,水电、风电装机均超 3
亿千瓦， 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新能源年发电量首次突破 1 万亿千瓦时大
关，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在企业层面， 能源央企是行业主力军，
也是碳减排的排头兵。 其中，国家电投提出
2023 年碳达峰目标， 是首个宣布碳达峰时
间表的电力企业 ； 中国石油宣布力争在
2025 年左右实现碳达峰 ，2050 年左右实现
“近零 ”排放 ；国家能源集团正在研究制定
2025 年碳达峰行动方案……

无论是传统能源企业还是新能源企业，
均拿出实际行动实实在在推进碳减排。 中煤
集团大屯公司新能源基地一期工程 30 兆瓦
光伏示范项目， 仅用 52 天时间就成功实现
并网发电，该公司新能源产业由此实现零的
突破；基于鄂尔多斯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和智能电网系统，远景科技集团建设了鄂尔
多斯“远景零碳产业园”，实现高比例、低成
本、充足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与使用，并围绕
“新能源+汽车” 形成上下游完整产业链，打
造区域实现碳中和转型与产业升级的中国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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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顶层设计先行
降碳路径渐明

气候治理行动派
言行一致显担当

各行各业齐发力
结构优化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