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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27日发表《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白皮书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
挑战。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克服自
身经济、社会等方面困难，实施一系列应对
气候变化战略、措施和行动，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

白皮书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
历史性变化。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
同效应凸显，绿色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亮丽底色，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取得显著成效，非化石
能源快速发展，能耗强度显著降低，能
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速转化。持
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和绿色低碳产
业化。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明显提高。
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

白皮书介绍，2021年7月16日，全
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碳市场。

白皮书指出，中国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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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关注1
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在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
民介绍，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1）》白皮书，此后每年发布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

叶民表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
路，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战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
现，持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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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近日发布，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下一步，要将“十四五”碳强度下降
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
实；推动开展碳达峰行动，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1+N”政策体系落实；统筹推进应对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继续完善全国碳市
场；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施以碳强度控
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同时，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
生活方式；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继续积极
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关注2
有效应对风险，确保安全降碳

“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源领域的清洁低碳发展是尤为紧迫
的。”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
人孙桢在发布会上说。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的
调整和转型升级，能源生产结构由煤炭
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日趋
低碳化。2020 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
消 费 总 量 的 比 重 已 经 由 2005 年 的
72.4%下降到 56.8%。同时，非化石能
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9%。

中国提出，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
外煤电项目。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加快
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能源体系的决心和魄力。

孙桢表示，中国将继续控制煤炭消
费增长，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加
快完善电力体制，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同时，作为全
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家，中国
将帮助发展中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
洁、多元化的方向加速转型。

他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当
前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能
源安全等任务，调整能源结构仍然存在
诸多的现实困难和挑战，不可能一蹴而
就。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防范风险，

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处理好减污
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安全、群
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
转型可能伴随的风险，确保安全降碳。

关注3
期待COP26取得积极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
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即将在英
国格拉斯哥召开。

叶民表示，COP26是《巴黎协定》进
入实施阶段之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
会，中方主张此次大会应当发出坚定维
护多边主义、尊重多边规则强有力的政
治信号，各方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确立的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和“国家自主决定贡
献”制度安排，在尊重不同国情的基础
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他说，中方期待与各方一道在本次
大会上取得进展。一是大会应当积极推
动完成《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的核
心遗留问题谈判，这是各方全面有效实施

《巴黎协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国际
社会对多边机制信任的重要标志。

二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高度关切
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等问题上取
得有效进展。这些问题事关政治互信和
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的现实能力。

三 是 要 在 本 次 大 会 上 突 出“ 落
实”。积极倡导各方切实落实目标，将
目标转化为落实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行
动，避免把提出目标或提高目标变成空
喊口号或差别化指责。 据新华社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解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国务院新闻办27日发表《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气候变化领域的热点问题。

10月27日拍摄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发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中国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仔细研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生态、绿色、公园、环保、
转型等成为高频词。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则
引发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议。大家纷纷
表示，将按照《规划纲要》指引，全面践行
生态文明理念，强化长江上游生态大保
护，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建
设运营模式，努力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
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

协同发力
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公园城市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

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纲要》层级
高，落笔细，不少内容落到市（州）甚至
县（市、区）一级。

“支持四川天府新区在公园城市建
设中先行先试，开展可持续发展创新示
范。”《规划纲要》指明方向，四川天府新
区如何探路？“碳中和既是公园城市建

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公园城市建设的有
为路径，而实现碳中和又必须基于系统
化、集成化的技术突破。”四川天府新区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局长刘正先表
示，新区将发挥好碳中和研究的牵引作
用，努力打造碳中和背景下的未来城市
样板。

“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方向和
思路。”《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大熊猫国
家公园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管
理分局副局长赵卫红干劲满满。他表
示，目前该片区生物多样性调查已正式
启动，首次对片区内生物多样性开展科
学、全面、系统的调查监测，结果经专业
机构审定后，将向公众发布。

“《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践行生态
文明理念，宜宾作为长江首城，将自觉
扛起责任与担当，建立生态首城。”宜宾
学院农林与食品工程学部教授郭鹏说，
设在学院的动物多样性与生态保育宜宾
市重点实验室将积极在长江上游生物多

样性领域开展调查和研究，明确区域生
物多样性本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立足实际
探索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规划纲
要》第八章“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中
专门拿出一节，强调要“探索绿色转型
发展新路径”。

“我们将积极融入成都都市圈发
展，与成都在共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等方面深入展开协作。”雅安
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洪说。
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雅安正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国家枢纽成渝节点，打造面向成
渝、辐射西部、服务全国的超大规模绿
色数据中心，通过使用节能、节水、低碳
等技术产品以及先进管理方法，实现绿
色发展。

数字产业绿色转型被各方看好。

四川效率源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效宁介绍，企业自创立之初
就同步形成“研发在成都、生产在内江”
的格局，下一步将在重庆设立科研分支
机构。绵阳科技城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申泽则表示，绵阳科技城新
区将持续“招大引强”，招引“独角兽”

“小巨人”等优质企业设立区域性总部。
不少地方都认识到，发展不能一味

“追热点”，立足本地特色，才能走出符
合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

“《规划纲要》出台后，如何利用自
身定位，借势融入成渝是个新考验。”夹
江县委常委刘潞表示，当地将用好“核、
瓷、纸、茶、新材料”五张名片。这座因
瓷而兴的城市，正通过打造绿色产业园
区、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一系列举措，
切实推进当地陶瓷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文雯 王
国平 薛维睿 余如波 宁宁 王若晔 郑
志浩 祖明远 王晋朝 秦勇

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

绿色低碳 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在川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