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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双碳”目标的实现有了更
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

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
率大幅提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
坚实基础。

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二氧
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国内
先进水平，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这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已正
式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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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所设定的主
要目标。

“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和优质清洁能
源基地，这是四川碳达峰、碳中和的纲领
性文件。”4月5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全省范围内，有关
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正密集出台，地方
降碳政策行动正在逐步部署，行业节能
降碳行动等举措正在有序铺开，“全省正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确保
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关键词：全面绿色转型
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

《意见》明确，绿色低碳是发展的“指挥
棒”，以此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其
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全面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并确保各地各领域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目标、发展方
向、重要政策、重点工程等协调一致。

“全省各个市州的地方降碳政策行
动在逐步部署。”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第一季度，成都出台意
见，支持淮州新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启动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发布青城山—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等首批“碳惠
天府”机制建设先进单位和贡献单位等；
攀枝花市启动零碳村庄示范引领工程，
拟到2025年建成4个零碳村庄；雅安市
出台政策，推动建设成渝地区重要的锂
电正极材料生产基地和西部地区最大的
锂电负极材料生产基地，发布“低碳贷”
实施方案，引导资金向制造业绿色低碳
领域汇聚等。

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区域布局，《意
见》依据各地的资源禀赋给予了不同定
位，明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促进成都平原经济
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攀西经
济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推动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绿色发展，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首次明确，将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指标纳入市（州）目
标绩效考评及四川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
效评价体系。

相应的，统计监测体系也将逐步完
善，体现在全省将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
工作，完善分地区、分行业碳排放统计核
算方法，常态化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建立健全电力、钢铁、建筑等行业领域能
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系，加强重点用能
单位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建设及应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意
见》明确将从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
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大
力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着手。同时，
通过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大幅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严控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节能
降碳目标管理等举措，构建起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对于前者，四川各界节能降碳行动
正有序铺开。例如，四川林业集团揭
牌，加快建设碳汇经济主力军；东方电
气、川投集团签约强强联合，加快构建万
亿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宁德时代宜宾工
厂获PAS 2060碳中和认证证书，成为
全球首家碳中和电池工厂；进出口银行
四川省分行实现经营活动碳中和，成为
全国首家碳中和政策性银行；泸州启动

“绿芽低碳森林”，实现以积分认领树苗。
对于后者，四川的绿色低碳优势产

业正加快发展。3月，我国海拔最高的
百万千瓦级水电站——雅砻江两河口水
电站全面投运，全省水电装机容量突破
9000万千瓦大关，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
站的装机，意味着四川全国水电第一大
省地位夯实。同时，位于达州市的普光

气田天然气累计产量突破1000亿立方
米，成为我国首个达千亿方的高含硫气
田。

此外，《意见》对于如何加快推进低
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也有明确的路径，
包括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广节能低碳
型交通工具、推进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引
领等。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交通拥堵治
理被涵盖其中，未来，四川将深入实施公
交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公
交专用道、快速公交系统等大容量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共享交通、慢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市场化机制建设
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眼下，四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热度
不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底，全省顺利完成全国碳市
场首个履约周期清缴，46户企业按时足
额完成碳排放配额（CEA）清缴履约。
按履约量计，履约完成率为99.7%。

聚焦放大，对于四川而言，如何发挥
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成都）中心作用，
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是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的“头号命题”。
根据《意见》，全省将进一步创新碳资产
管理商业模式，推动林草碳汇项目开发
消纳，探索建立区域碳普惠机制。同时，
健全企业、金融机构等碳排放报告和信
息披露制度，创新推广碳披露和碳标签。

同时，将发挥“绿蓉融”绿色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作用，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
金融的评价力度，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
创新开发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产品，为
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周期、低利率贷款
支持。

其中，四川将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
低碳产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金融机构、企业设立碳基
金。支持成都申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支持天府新区争取开展全
国气候投融资试点。

同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
了四川“双碳”目标。根据《意见》，四川
将建立绿色低碳外向型产业促进体系，
培育绿色低碳产业进出口主体，推动企
业参与国际碳汇交易。

具体而言，四川将以清洁能源装备、

晶硅光伏、动力电池等为重点，大力发展
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产品贸
易，积极扩大绿色低碳产品、节能环保服
务、环境服务等进口。同时，深化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在绿色技术、绿
色装备、绿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支持新能源开发龙头
企业、能源装备生产企业等参与国际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

关键词：绿色低碳科技
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

眼下，四川绿色低碳科技攻关捷报
频传。

四川大学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推进
大会紧扣绿色化、数字化，成立碳中和未
来技术学院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依托经济技术研究
院、电力科学研究院和信息通信公司，成
立全国首个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研究平台
——四川省新型电力系统研究院；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光伏建筑
一体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助
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大功率氢能动
力轨道机车关键技术与应用”荣获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中国氢能
轨道交通空白……

背后的逻辑，均指向了在绿色低碳
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适
用技术研发和推广。

根据《意见》，四川将推进高效率太
阳能电池、可再生能源制氢及储运与利
用、生物质原料燃料替代、零碳综合供
能、燃料电池、零碳工业流程再造、二氧
化碳高价值化利用等前沿技术攻关。培
育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或省级
创新基地、创新平台。建设碳达峰、碳中
和人才体系，鼓励高校增设节能、储能、
氢能、碳中和等领域的相关学科专业。

同时，在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
广上，全省将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和控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氢能开
发利用、减污降碳协同、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补齐燃料电池系
统、储能装备、氢能储运装备、特种钢材、
二氧化碳转化催化剂等基础材料和关键
零部件、元器件等领域技术短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四川明确“双碳”目标时间表、路线图

2025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四川“双碳”目标时间表

●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
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到 2030 年，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
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
际国内先进水平，二氧化碳排放
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到 2060 年，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
平，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这是无人机航拍的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及库区（2022年3月17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