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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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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认识（IPCC 评估报告） 国际共识

气候系统的变暖是不容质疑的，并
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造
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大于95%
的可能性）；

减缓和适应的措施能够降低气候变
化在本世纪带来的严重影响。需要
多种类型的复合手段。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1997年，《京都议定书》

2016年11月，《巴黎协定》生效，

提出将本世纪较工业化前温升控制
在2°С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С以内，

全球排放尽早达峰、下半叶源汇平
衡等目标。迄今178个国家批准，释
放全球低碳转型的强劲信号。



大力推进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 我国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总趋势基本一致，气候
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等构成
了长期重大威胁；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减排义务；但作为
负责任大国和全球第一排放大国，备受关注；

• 以往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
造成了沉重的资源环境消耗和生态破坏问题，已
不可持续；

• 面对国际减排压力以及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和大
气环境质量的约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
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是我国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 2010年中国政府向UNFCCC秘书处提交了到2020年的
“国家适当减缓行动”

–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

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

办法

– 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行动，到2020年中国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 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

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续）

• 2015年中国政府向UNFCCC秘书处提交了到
2030年“国家自主行动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

达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

60%－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森林蓄积量比2005 年增加45 亿立方米左右。



“十一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

•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并首次提出要努力实现“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的目标；

• 2007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首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
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也是发
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侯变化的国家方案；

• 《国家方案》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包括到2010年的主要目标以

及在能源生产和转换、提高能源效率与节约能源、工
业生产过程、农业、林业和城市废弃物等重点领域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十一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成效

• “十一五”期间，中国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增强

碳汇等多种途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 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19.1%，

“十一五”期间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少消耗能源6.3亿吨

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以上。

– 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总量达到2.8亿吨标煤，在一次能源

生产构成中的比重提高到9.4%；

– 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基本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上，

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

– 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森林蓄积量达到137亿立方米。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

•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提出了到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这也是第一次

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写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

• 《“十二五”规划纲要》还同时提出了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降低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11.4%，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

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等控排目标；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还组织实施了《“十二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2014-2015年节

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2020年)》等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密切相关的政策与行

动。

• 其中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

案》，首次将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

目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就“十二五”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估、考核，基本形

成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加快发展服务业

• 优化能源结构

–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 推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

– 加快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 推动非化石能源发展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节能和提高能效

– 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

– 实施一系列节能重点工程

– 完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

– 完善节能标准标识

– 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

– 强化建筑领域节能

– 推动交通运输节能

– 推动公共机构节能

–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 组织开展氢氟碳化物削减重点行动，贯彻落实《消耗臭

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要求新建的二氟一氯甲烷

（HCFC-22）生产设施需同时配套建设并投产运行副产

品HFC-23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财

政补贴，支持HFC-23的焚烧和转化利用；支持消费行业

选用低GWP或较低GWP的替代技术

– 控制水泥熟料以及硝酸、己二酸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控制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 控制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努力增加碳汇

– 加快推进造林绿化

– 开展森林抚育经营

– 强化森林灾害防控

– 增加草原碳汇

– 发展海洋蓝色碳汇

• 开展低碳发展试点示范

– 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两批42个省市）

– 开展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低碳城镇等试点

– 推进低碳交通、低碳产品认证、CCUS等低碳试点示范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行动（续）

• 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 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十二五期间批准CDM项目

2226个，其中2115个项目EB注册，签发减排量6.95亿吨

CO2e)

– 构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体系（十二五期间累计公示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审定项目2000余个，备案项目700余个，

减排量备案项目约200个，累计备案减排量超过5000万吨

CO2e ）

– 推进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7试点碳排放配额总量从

3000万吨到4亿吨不等，约覆盖试点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40%-60%；共纳入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

试点范围内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双降）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成效

• “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综合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在落

实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了积极

成效。

• 截止2015年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38.6%，比2010年下降2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到12.0%，其中水电装机达到3.2亿千瓦，是

2005年的2.7倍；并网风电装机达到1.3亿千瓦，是2005年的

123倍；光伏装机达到4218万千瓦，是2005年的603倍；核

电装机达到2717万千瓦，是2005年的3.9倍；森林面积比

2005年增加3278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26.8亿

立方米左右。



注：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



“十三五”以来的政策行动与成效

•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要求主动控制碳排放，落
实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支持优化

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有效
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
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
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深化各类低碳试点，
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十三五”以来的政策行动与成效（续）

•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以下目标：

–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在2015年基
础上进一步下降18%；

– 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领域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
效；

– 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 氢氟碳化物、甲烷、氧化亚氮、全氟化碳、六氟化硫
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排力度进一步加大；

– 碳汇能力显著增强；

– 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碳排放率先达到峰值；

– 力争部分重化工业2020年左右实现率先达峰；

– 推动建设并启动运行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十三五”以来的政策行动与成效（续）
• 通过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服务业、持续推进高耗能行业去产能，产业结构得到

进一步优化，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8.6：39.8：51.6，分别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下降1.1

个百分点和上升1.4个百分点；

• 通过强化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约束和政策引领、

加强节能管理和制定建设、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节能

降耗取得新的成效，201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5%；

• 通过有效控制煤炭生产和消费总量控制、推行节能低碳电

力调度、多措并举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能源结构调

整取得新进展，2016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约3个

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比重相应提高。



“十三五”以来的政策行动与成效（续）

• 开展统计调查，掌握了含氟温室气体的生产、使用、进
出口、副产品及其处理情况；开展氢氟碳化物处置核查，
确保了已建HFC-23销毁装置得到正常运行；

• 积极采取系列举措，控制农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林业碳汇和其他碳汇，超额完成造林护林
任务；

• 经过上述全位的努力，2016年碳强度比2015年下降6.6%，

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13.3%，为完成“十三五”碳排放

强度下降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结与展望

•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长期以来
中国都以积极践行的态度做好各项减缓与适应工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在过
去五年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是对过去的总结，也
是对今后参与这方面工作的要求；

• 在《巴黎协定》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约束和促进
下，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已经深入到更广泛的领
域，并且实施的力度、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全面提升；

• 中国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百分之百落实承诺的要求，
组织协调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和各重点行业，加大力度
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行动，确保2030年目标实现；



总结与展望（续）

• 2030年目标已反映到多个部门的“十三五”规划或

中长期发展目标中，包括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能源碳强度的目标，工业、
服务业节能降耗的目标，林业和湿地植被碳汇的目
标，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目标等；其中，全国碳市场
的建设和运行，将促使市场在碳排放资源配置中起
到决定性作用；

• 进一步，中国还将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分两个阶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深入研
究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提出到本世
纪中叶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