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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现状

 “巴黎协定”的长远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
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在本世纪下半叶实
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

 模式预估显示，与1986−2005年相比，2016−203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可能
升高0.3−0.7℃；2081−2100年可能上升0.3−4.8℃。如无额外减排努力，全球
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可能上升达4度或更高，大量物种灭绝，对全球生
态安全带来严重影响（IPCC AR5，2014）。

65万年以来大气中的
CO2从来没有超过这条

线……直到现在

现在



一、背景与现状

 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愿景
的重大宣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在国内的影响
非常深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城市四中心定位，已经宣布先于国家在2020年提前达峰的目标，作为
对内和对外窗口，从支持和呼应国家战略出发，需要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
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习近平主席
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北京市绿色低碳发展经验

二、行动与成效

法规制度化

能源低碳化

产业低碳化

碳排放权交易

大气污染治理

“四中心”战略定位；疏整
促；新增禁止和限制目录

能源总量控制，煤改气（电）
发展优质、可再生能源

能、碳、污染物区县分解与
考核，百项地方低碳标准

相对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制
度创新，价格稳定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领
域和重点任务，智能轨道

强化顶层制度设计

创新试点实施市场化机制

不断强化大气污染物治理



经济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二、行动与成效



16个阶段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北京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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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行动与成效



能源结构低碳化趋势明显

二、行动与成效



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

二、行动与成效

 2011-2018年经济增长保持在6.5%及以上，
年均能源消耗增长仅为1.7%,以较低的能源
消耗增长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

 连续6年在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考核
中获得“优秀”等级，2019年度同比下降
5.4%，超额2倍完成年度目标。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利用效率
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机制进一步健全，低碳
试点建设稳步推进

北京市碳排放与GDP趋势变化



三、问题与挑战

 “十三五”以来北京市经济增长速度明显缓，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
服务业比例83.1%；

 能源消费服务型、都市型特征明显，点散面广、业态多元更突出；

 能源对外依存度92%以上，而需求一段时期仍将增长，资源能源
约束紧张；

 能源生产与消费对可再生能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低碳转型过程中，
燃煤治理已无潜力，需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清洁转型；

 “十四五”是北京市稳定碳排放峰值，低碳转型发展培育内生动力
和构建市场化机制的关键时期，对协同减排控制提出更高要求；



四、路径与选择

1、创新和完善减碳管理机制

2、推进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

3、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

4、提升智能化、精细化、低碳化

5、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

减排技术组合 VS 排放驱动因素



 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做好政策方案制定和制度安排；

 强化目标分解和跟踪调度，基于分区和部门等不同口径分解任务指标；

 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生态空间、碳汇和处理措施等京津冀协同治理；

 用制度规范城市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使法规、标准在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和理念。

四、路径与选择



 按照城市功能定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高
端环节，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

 构建与战略定位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生态服务体系；

 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推动能源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和外调绿色电力；

四、路径与选择



 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推动落后产能向先进产能移动，努力将北京建设
成为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和交易中心。

 大力发展低碳服务产业，积极推行低碳产品和服务认证机制，使企业得到更加
便利的碳减排服务。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为利用多种渠道融资提供良好条件，带动低碳产业发展

四、路径与选择



 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对城市资源环境和低碳发展的精细化、
智能化管理。

 发展绿色交通，推广绿色建筑和近“零”排放建筑，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鼓励市民更多使用节能低碳产品。

 科技创新推动零碳电力、氢作为原料和工艺过程生产材料等技术产业

四、路径与选择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和低碳宣传活动，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宣传低碳
发展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共同参与绿色低碳应对气候变化的良
好氛围。

 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升全社会的低碳意识，引导居民践行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包括鼓励大家公交出行，鼓励大家消费低碳的产品;包括
推动减少一次性餐饮浪费。

 通过碳普惠等方式普及节能低碳技术和绿色发展理念，激励全社会积极
参与低碳行为。

四、路径与选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