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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FOREWORD   

 

 

良好的生态环境、稳定的资源供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同时，对自然的破坏、对资源的开发、对环境的

干扰也达到空前的强度，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资源危机等全球性生态

环境资源气候问题不断出现，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处理好人与自然、

开发与保护、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然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社会十分重要的工作议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气候治

理从《京都议定书》迈向《巴黎协定》时代，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更加频繁，环境污染治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绿色转型等挑战愈加突出。如何抉择，关系人类

的未来。我国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场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亟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四川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争当绿

色低碳发展排头兵。坚持上游意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协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实施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雪

山下的公园城市”成为亮丽名片。发挥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以清洁能源生产、支撑、

应用产业为核心的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引领下，绿色低碳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和压力。如何抓住机遇、直面挑战，亟待四川去探索。 

在此形势下，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联合省内专家编著的《四川省绿色低

碳发展形势与展望（2023）》为《四川省绿色低碳发展形势与展望》系列图书第二册，

为全省首部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的图书。该书聚焦“全面开启碳达峰碳中和新征程”主题，

汇聚了四川重点领域碳达峰路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碳资产碳

标签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吸收了成都公园城市建设、气候适应型发展、减污降碳协

同、碳边境调节机制、低碳发展法制标准等研究成果。该书既紧扣世界议程，突出气

候变化主题，又提出区域方案，探讨四川时间表和路线图；既有战略路径层面的研究，



 

 

也有机制制度层面的探讨；既有全域全维的分析，也有区域领域的剖析。该书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引领性和参考性，相信可为四川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

新助力。 

是为序。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  赵乐晨 

2022 年 9 月 



 

 

 

前 言 PREFACE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突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诱发灾害发生范

围更广、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应对气候变化紧迫性持续上升。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已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应

有之义。2015 年以来，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从谈判达成到全面实施，标志着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开启了新的征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多边主义、绿色复

苏，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略。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

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

略目标。2021 年 4 月，又强调“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

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随着“1＋N”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的逐步构建，我国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进入定位更高、路径更细、协同更多的新阶段。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自然生态本底良好，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具

备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空间。近年来，加快建设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和



 

 

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清洁能源及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在全国产业版图中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凸显。启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协同推动能源结构、

绿色产业、交通运输、区域空间布局、财税金融、标准体系、科技创新、绿色市场、

绿色生活、试点示范，加快形成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格局。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灾情的冲击影响，我国亟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

保护，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牢牢把握

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的着力方向，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出一条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支撑四川

未来发展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方向已明确，路途依漫长，任务很艰巨，亟须摸清家底、理清思路、突出重点、

改革创新。为此，特组织编制《四川省绿色低碳发展形势与展望》第二册，聚焦“全面

开启碳达峰碳中和新征程”主题进行研究。全书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篇为总报告，呈现

面向 2030 年的四川碳达峰形势研判、机遇挑战和实施路径。第二篇为热点篇，剖析国

际气候治理、欧盟碳边境机制等对四川影响深远的外部环境演变。第三篇为产业篇，

以绿色低碳优势产业为重点，分析可再生能源、氢能、近零碳园区等新兴领域的发展

现状和趋势路径。第四篇为领域篇，紧扣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低

碳韧性发展开展研究。第五篇为区域篇，选取典型城市、国家战略区域开展深入分析。

第六篇为创新篇，以碳标签、碳足迹、碳资产、碳市场、法制标准等新概念新领域新



 

 

业态跟踪分析。最后为附录，呈现了四川绿色低碳发展数据图及大事记。 

本书出版得到了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机制研究”、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绿色转型引领下四川碳达峰路径研究”、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面向

203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路线图研究”（编号：2021JDR0105）、四川省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四川省‘十四五’碳排放形势及达峰路径研究”（编号：SC21ST002）等项目的支

持，特此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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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罗彬，陈明扬，向柳，李言洁，文新茹，周鑫，向文怡  

【摘  要】 

 

【关键词】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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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2060

 

一、低碳发展现状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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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2010 2017

34.1% 2005 32%

2020 3% 5.1%

5.8% 4.8%  

 

1  2005 2020  

 

GDP

4.9% 9.0% 6.9% 2020 2005 65%  

2

2012 2012

55% 2005

12.0% 11.2% 4.27% 2005

6.9% 202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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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2012

2020 27%

29.8 55.4% 2005

33.9%  

2020

8782.5 3677.4 2344

85.3% 88.8% [1]  

二、碳达峰的挑战和机遇 

（一）面临的挑战 

10

 

30% 70% 3

10

8300 8800 1.2 1.5 100

2030 70%

 

 

3  200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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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21 2020

GDP 1.8 36.5%

GDP 3000 6 2000

3000 5 GDP

1 4  

 

4  2006 2020  

 

2005 66.4%

87.6% 95.3% 2020

15.5% 12.5% 1000

8%  

2019 69.05%

77.2% 4.5

 

5

 

2020 1.1%

1.5% 109.3 / 71.8%

2020 9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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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8 3.6% 2015

0.2 6

12 [2]  

（二）潜在的机遇 

 

2

36.4% 34.75%

 

2020 43.9% 47.3% 66.5%

75.2% 88.4% 1/2 GDP 5.8

8427.2 1/3 1/2 74.4% 87.7%

5[3]

 

 

5  2020 GDP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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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三、碳达峰目标及不确定性 

2030

19% 20% GDP

78.8% 69.6%

GDP 1

 

GDP

 

 

四、重点领域碳达峰策略 

 

（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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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绿色转型升级 

 

（三）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BIM

 

（四）绿色交通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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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20

 

（五）生态系统碳汇提升 

8.3%

10.6%

 

（六）重点区域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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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碳达峰关键驱动机制 

 

（一）构建现代温室气体监测核算披露机制 

20

 

（二）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2009 11

2020 2005 40% 45%



011 

 

GDP

2035

2030

 

（三）探索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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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产业和项目绿色低碳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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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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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五）充分发挥环境资源权益交易机制作用 

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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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6   

 

（六）加快完善有利于低碳发展的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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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导向的投融资格局 

[4]  

（八）探索公众和小微企业的碳普惠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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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碳达峰支撑保障体系 

 

（一）建立权威高效的碳达峰工作推进机制 

 

（二）发挥城市统揽作用和企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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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红线底线 

 

（四）形成多层级、多类型试点示范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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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五）谋划布局低碳零碳负碳科技创新 

21

2

 

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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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六）加强绿色低碳消费侧需求端管理 

 

（七）提升公民和领导干部气候变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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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讲好四川特色、天府韵味的降碳故事 

 

 

[ 1 ] . 2020 [R]. 2021. 

[ 2 ] . 2021[M]. 2022. 

[ 3 ] . 2021[M]. 2022. 

[ 4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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