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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污染 保护生态 培育绿色低碳发展的澎湃动力

 中国以前所未有、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污染、保护生态——培育绿色低碳发展的澎湃动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7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这是《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的第一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广泛认为是一次“落实行动”的大会。为达成《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声音，在
本次大会上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
自己要做。”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到节能提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的行动，彰显了落实《巴黎协定》的诚意和能力。

 低碳发展的中国方案

 “井筒名称：南副井立井；井筒垂深：137.9m；井筒直径：4m；封闭时间：2016年10月13日。”这块新铭碑，钉在
被水泥封闭的矿井井口。在新一轮煤炭行业去产能浪潮中，拥有90年建矿史的石圪节煤矿正式关井。

 拆烟囱、关工厂、停小火电，淘汰落后产能⋯⋯“在许多国家出于经济担忧而搁置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时，中国把
环境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的首位，”英国《卫报》如是说。

 “有了电采暖，再也不用煤了，干净了，也轻松了。”10月底，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王庄村每家每户都安装上了空气
源热泵或储能式电暖器。村民安丽娜告诉记者，以前过冬，每天得早起添煤封炉子，晚上回家再打开炉子，屋子得1
小时才能热乎起来，“天天熏得一身黑，屋里屋外也没个干净地儿”。

 安丽娜一家能够过上“零煤”生活，得益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建设以来，通州区“煤改电”“煤改气”工程的不
断加速。据介绍，今年通州“煤改电”全部完成后，预计每年将减少燃煤使用14.43万吨。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我国能源结构优化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2014年，国务院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京
津冀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要削减区域煤炭消费总量。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部门印发《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
，提出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前10位城市煤炭消费总量较上一年度实现负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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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我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速2.6%，较“十一五”年均增速低4.9个百分点。2015年，煤炭消费量39.6亿
吨，同比下降3.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12％，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碳强度累计下降20％，超额
完成先前17％的目标。森林蓄积量增至151.37亿立方米，提前实现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也取得积极成效。“十二五”期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每千瓦时平均供电
标准煤耗累计下降18克，淘汰落后火电机组约2800万千瓦，淘汰落后煤矿超过1000处、产能超过7000万吨，限制劣质
商品煤使用。

 面对雾霾、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去除GDP考核
“紧箍咒”、全面打响“呼吸保卫战”、淘汰落后产能⋯⋯“十二五”期间，中国以前所未有、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
污染、保护生态，并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绿色增长的中国动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气候谈判的影响离我们生活很远，且先看看我们身边的例子。你是否感觉马路上的电动汽车越来越
多？充电桩旁排起了电动车长队，政府补贴政策成为普通民众议论的话题，这些都与推动节能减排、培育新兴产业相
关。最终，这些都可以统一到对气候大会谈判结果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实上面。

 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井喷”达到34万辆，销量达到3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我国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受新能源汽车政策的持续鼓励，2016年新能源汽车将延续爆发性增长，全年销量有
望达70万辆。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大力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其迅猛增长的态势正是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缩
影。今年上半年，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
其中，在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的推动下，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增长17.9%，相关产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优化取得明显进展，2015年工业比重比2010年下降5.7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提高6.1个百
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加速淘汰，“十二五”期间，全国累计淘汰炼铁产能9089万吨、炼钢9486万吨、电解铝205万
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6.57亿吨、平板玻璃1.69亿重量箱。

 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提速，2015年，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对传统产业提出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提升能效
、绿色改造升级、化解过剩产能等战略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批复包头、张家口等
11个城市试点实施方案，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和模式。

 “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和
大势所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日前表示，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所确定的长期发展目标、战略，既
符合世界潮流，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中国正通过创新实践，采取应用绿色技术等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促进绿色就业和经济增长，值得其他
国家借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

 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国一直在前行。

 “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明确地提出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
放，到深化各类低碳试点，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再到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等，措施和要求极为
详尽。

 今年是我国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按照规划目标，全年能耗强度要下降3.4%、碳强度要下降3.9%。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能耗强度已经下降了5.2%，碳强度下降了6%左右。换句话说，2016年前三季度已经完成了全
年的节能降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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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解振华介绍了其中缘由——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三产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2.8%，同比提高了1.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的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了4.6和4.8个百分点，这些低碳、低排放产业，在调整结构之后发展得比较快，减
少了能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解振华说。

 二是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解振华讲道，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工业要继续采取措施，在交通和公共领域要
深化节能提高能效措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调整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做好工作。

 为确保“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解振华表示，将采取一系列工程措施，完善经济政策，在价格、税收
、财政政策上鼓励绿色低碳发展、循环发展，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项目的发展，并继续推进碳市场和低碳试点。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引领之下，以科技
和机制创新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不断迈出坚实步伐。中国探索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的新理念、新作为，为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动力。（记者 曹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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