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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能源基金会 

 

 

近百城市提出达峰目标 

百尺杆头还需更进一步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于上周五在美国加州落幕。虽然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但加州在气候议题上独特的号召力和领导力仍旧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投资人和活动家，摇旗呐喊以提升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信心和行动。本次峰会联合主席之一的解振华先生在峰会上表示：“中国将

百分之百兑现气候变化承诺。” 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已有近百个城市提出了

碳排放峰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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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场景和话题不禁让人回想起 2015 年首届“中

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那次峰会上，11

个中国省市宣布成立“率先达峰先锋城市联盟”，

在 2030 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之前率先达到城市

排放峰值。2016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美气候

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又有 12 个城市承诺了

碳排放率先达峰的目标和行动。一时间，地方参与

者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角，这大大提升了国际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将全球气候

目标具象为一系列切实的行动。 

最近两年，污染防治仍旧是扭转环境恶化最迫切的

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也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在这一系列环境议题之中，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略显低调，城市碳排放峰值的呼声也带有一

些不确定。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追踪和分析认为，

近些年城市的低碳转型并非停滞不前，反而越加扎

实内敛。在这个过程中，峰值目标倒逼了城市的绿

色低碳转型，加速城市在碳排放峰值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符合中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范式。 

峰值是低碳试点城市工作逐渐深入的体现。中国从

2010 年开始陆续在全国组织开展了三批低碳省区和

城市试点工作，覆盖了 6 个省、79 个市和 2 个县。

在前两批低碳试点中，国家主管部门并未对其提出

峰值目标要求，而 2017 年公布的第三批试点城市中，

城市峰值已经成为申请试点的规定动作。这乍看是

对城市低碳发展意愿和雄心的考察，但其基础是城

市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科学判断以及温室气体排

放现状的深入了解。 

开弓没有回头箭，确定峰值目标只是第一步。峰值

目标让气候变化政策更加直观，强化了政策的稳定

性，继而驱动不同行业形成对低碳发展的长期预期。

紧随其后的是峰值水平、

路线图、技术选择、政

策工具等一系列的行动

清单。 

在过去几年，部分试点

城市已经在峰值目标的

基础上继续前行。例如

武汉于 2015 年公开发

布了 2022 年的峰值目

标年，之后，峰值目标

写入了《武汉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并在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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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发布了《武汉市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

（2017-2022）》，将峰值目标落实到工业、能源、交

通、建筑及生活方式等领域。这些行动背后鲜为人

知的是，统计体系的改进、规划方法的提升、经验交

流的加深以及政策工具的完善。可以说，峰值目标

系统全面地推动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提升。 

峰值是城市低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状态，却

不是低碳发展的最终目的，后峰值时代的行动更能

突显城市对低碳发展理念的理解。在已经公布的三

批共计 87 个低碳试点省市中，有 81 个公布了峰值

年目标，其中 15 个峰值年将在 2020 年或之前到来。

部分城市，如深圳和北京，交通和建筑领域的排放

逐渐成为城市排放的主要来源，且这部分排放在很

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保持上升趋势。这些领域的

排放与终端用户的用能习惯密不可分，但目前针对

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大多停留在宣传倡导层面，很难

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实质的影响。预见到这种情况，

城市管理者更需尽早着手城市中长期低碳发展规划

的研究和制定。 

此外，绿色金融应成为城市达峰的有力支持。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验区）于 2017 年 6 月启动，

8 个示范区（或所在城市）包括 5 个国家级低碳试点

城市和 1 个省级低碳试点城市，且国家级试点城市

都提出了的峰值目标。根据试验区的工作方案，重

点支持领域包括建筑节能、交通、能效提升以及可

再生能源等，与低碳发展紧密联系的行业，且部分

摄影：Diego`Mont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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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安排了专项资金或利用金融手段支持这些行

业的节能减排工作，这些工作将直接或间接的保障

城市峰值目标的实现。 

《巴黎协定》中各方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

在低于 2℃的水平，并向 1.5℃温控目标努力。而在

各国已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还不足以达到

2℃目标的前提下，提升减排的信心和行动就更为重

要。城市是经济和产业活动的主要空间，同时也是

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国城市的

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关系

着 2030 年国家排放达峰承诺的实现，更是为全球绿

色低碳转型提供引领和示范。相信纳入生态环境部

的气候变化工作会尽快步入正轨，深化并扩展低碳

试点的工作。 

 

（本文作者李昂女士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项目主任/高级

分析师，主要负责城市低碳发展相关的研究工作。主持参与

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峰值和案例研究》、《城市温室

气体减排规划及方案编制指南》、《中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融资实践和探索（暂定名）》及《低碳 政策库》等研究项目。

她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曾就职于绿色和

平、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德 国国际合作机构等机构。2012 年

作为 “志奋领 ”学者获 得埃克塞特大学能源政策硕士学

位。）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低碳

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性、实

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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