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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燕 1   赵 燕 2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

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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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庄严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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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

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

晤、G20 峰会、达沃斯论坛等多

个国际场合重申这一目标，多次

强调“我们将说到做到”“中国

言出必行”。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

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也是鄂尔多斯市走好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鄂

尔多斯市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

地，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通过

高标准谋划、优化能源结构、节

鄂尔多斯市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径探索

约集约利用资源、提升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积极参与碳排放市场

交易等措施，深入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和绿色低效生活方式。

一、鄂尔多斯市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成效

( 一 )“双碳”政策体系基本

成型

党中央提出要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后，鄂尔多斯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

长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

小组，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政

府常务会，传达学习和研究部署

国家、自治区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以及能耗双控等重要工作，按

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进一步传导压力，压实责

任，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成效。制

定了鄂尔多斯市碳达峰、碳中和

顶层文件《鄂尔多斯市做好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和首位文件《鄂尔多斯

市碳达峰实施方案》，逐步建立

碳达峰、碳中和“1+N+X”政策

体系，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制定碳

达峰实施方案，开展碳达峰“十

大”行动。编制《鄂尔多斯市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实施方

案》，加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

中和。

( 二 ) 产业绿色低碳加速转型

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氢储并

举，全力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实施延链补链

强链工程，大力发展煤基清洁燃

料、煤基新材料、精细化学品等

产业，推动煤化工产品由初级低

端向绿色高端延伸。编制了《鄂

尔多斯市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规

划》，抢抓新能源产业大规模发

展有利契机，推动“风光氢储”

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发展。

( 三 ) 建筑领域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

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落实 2022 年全区绿色建筑发展

专项行动计划，推动绿色建筑从

摘  要 ：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部署要求同时保证经济高

质量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点和难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

城市和碳排放大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 , 实现“双碳”目

标的过程中，自治区面临着运行机制仍需完善、碳排放总量大、减排技术瓶颈仍需突破、生态碳汇能力

有限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此，需要切实在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动能转换上下功

夫，扎实推进鄂尔多斯市碳达峰、碳中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 ：碳达峰     碳中和     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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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团组向小区化、区域化发

展，加强绿色生态小区建设。鼓

励建材企业使用粉煤灰、工业废

渣、尾矿渣等作为原料或水泥混

合材料。

( 四 ) 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加

快建设

印发《鄂尔多斯市支持上

海城市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奖补政策》，深度融入上海城市

群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推动

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清洁

化替代，推广电力、氢燃料、液

化天然气动力重型货运车辆，持

续推进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公

转铁”项目建设。严把道路运输

车辆准入关，加快推进老旧车辆

的更新换代，全面提升交通运输

节能降碳管理能力。

( 五 ) 科技赋能全面提升

加快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

加强远景动力集团、隆基绿能、

上汽红岩、国鸿氢能、美锦能

源、飞驰科技、氢源嘉创等头部

企业科技引领，培育低碳产业集

群，提升产业发展技术水平和创

新能力。围绕节能环保、清洁能

源、污染防治、资源综合利用、

碳铺集封存利用、大规模储能、

氢能、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

组织实施“科技兴蒙”重点专

项，开展绿色低碳产业技术攻

关。通过建立“科技兴蒙”行

动“4+8+N”合作机制，深化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等高校院所的合

作，创新体制机制，成立内蒙古

自治区首家碳中和研究院，推动

北大—鄂尔多斯碳中和联合实验

室、清华大学鄂尔多斯“双碳”

创新基地、矿大内蒙古研究院、

新型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国家

矿山局工业互联创新重点实验室

等合作平台做大做强。编制了

《鄂尔多斯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

创新实施方案》，加强科技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

( 六 ) 碳汇能力得到巩固提升

积极推进碳汇林建设，编

制了伊泰集团北牧田园公司林业

碳汇交易试点实施方案，不断增

加森林、草原等植被面积和蓄积

量，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增强林

地、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固碳能力。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

工作，推广“矿光互补”助力

煤炭行业降碳，推进“农光互

补”“牧光互补”“林光互补”多

种模式助力乡村经济振兴。在

“双碳”政策背景下，天然林草

资源和人工造林种草都将成为未

来碳中和、碳减排的压舱石。此

次碳汇成功质押，将进一步拓展

碳汇资源的金融属性，是“双

碳”政策的创新与实践。

 二、鄂尔多斯市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 ) 鄂尔多斯市的机遇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是充分发挥鄂尔多斯市风光资源

丰富优势，进一步优化全市能源

结构、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大

发展的重大机遇 ；是加快推动鄂

尔多斯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

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构建绿色

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机遇 ；是进

一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改善全市生态环

境、推动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重要机遇 ；是推动鄂尔多斯

市深化绿色低碳区域合作，发展

绿色低碳经济贸易体系和技术合

作，促进绿色低碳领域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重要契机。

( 二 ) 鄂尔多斯市的挑战

一是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减

排降碳关系的挑战。相比全国中

东部地区，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

发展任务仍偏重，发展对能源的

刚性增长需求仍然要延续较长一

段时期。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尚

处于工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

长、城市化推进，碳排放仍将呈

增长趋势。“十三五”期间一批

化工、火电等高排放项目投产，

造成能源消费需求刚性增加，推

动碳排放过快增长，按照现行碳

排放核算方法，鄂尔多斯市碳排

放总量大约 1.9 亿吨。

二是产业结构偏重对碳达

峰、碳中和的挑战。鄂尔多斯市

产业结构长期倚“重”倚“煤”，

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转型难度

大，与建设绿色现代高端产业体

系的目标差距还很大，逐步实现

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目标难

度更大。

三是能源资源禀赋对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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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碳中和的挑战。煤炭在鄂尔

多斯市能源结构中地位举足轻

重，煤炭消费比重长期保持在

85% 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煤炭和以煤炭为基础的煤炭深加

工、煤化工等在能源结构中的比

重相当长的短时期内仍将占有重

要位置，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势

必会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

源成本，经历能源结构调整阵痛

期。规划、拟建和在建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能耗需求明显，将对全

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带来严重

挑战。内蒙古肩负着我国北方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家重要能

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战略定位，鄂尔多斯市肩负

着国家重要的绿色能源化工和新

型产业基地、自治区现代能源基

地、国家级园林城市的职能定

位，“三线一单”等要求又对国

土空间开发造成一定制约，新能

源发展和生态保护空间统筹难度

大、兼顾难。

三、鄂尔多斯市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路径

鄂尔多斯市将继续贯彻落

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

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继续坚持把绿色生态作为最大价

值，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

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以绿色

低碳推进存量升级，加快建设

“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先

行区，加快探索碳达峰、碳中和

鄂尔多斯路径。

（一）在生态优先进程中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

坚决贯彻“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

略，依托鄂尔多斯市作为国家级

园林城市的职能定位，把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鄂尔多斯市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扎实走好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持续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加快扩大治理面积。

推动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

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封禁保

护等工程，提升森林资源总量、

碳汇能力和碳汇增量。加强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打造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鄂尔多斯样板，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鄂尔多斯防线。

（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

强绿色合作

紧抓“一带一路”建设重

大机遇，积极融入国家改革开放

大局，立足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的战略地位，依托中国鄂尔多斯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动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

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

域合作，优化贸易产品结构，依

托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累积的技

术优势，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

装备、技术走出去，提高服务贸

易在外贸出口的比重。充分发挥

外资对鄂尔多斯市产业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鼓励外资

投向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绿色

低碳等领域。以中蒙俄经济走廊

为契机，加强与俄罗斯、蒙古国

在绿色低碳农牧业、新能源等领

域合作。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点推动双方在发展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风光发电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深化与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合作，依托鄂尔多斯市

现有开发区、工业园区、综合保

税区等载体，加强在高端装备、

新材料、生物医药、农畜产品、

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产业链合作，

有序推动鄂尔多斯市产业结构绿

色低碳转型升级。推动呼包鄂榆

城市群建设和呼包鄂乌协同发

展，共谋黄河流域治理，协同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

综合整治，推动鄂尔多斯市联合

榆林创建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示

范区。加大能源化工、装备制

造、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领域

合作，联合共建绿色低碳产业

链，共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在产业转型进程中如

期实现碳达峰

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机遇，发挥鄂尔多斯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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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构建鄂尔多斯现代工业体

系。加快对传统优势产业实施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推

进工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壮大特色新

兴产业，建立梯次产业发展体

系。因地制宜构建一批各具特

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现代化鄂尔多

斯建设的新引擎。加快布局新材

料产业，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新材

料关键核心技术。把握运输结构

调整新机遇，加快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深度融入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上海城市群。依托特色

医药基础资源，培育壮大生物医

药等新兴产业。紧盯液态阳光、

生命健康、半导体、航空材料、

核工业材料、人工智能等前沿领

域，实施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

实现产业新突破。

（四）在新能源全产业链构

建中加快低碳发展

依托杭锦旗、伊金霍洛旗、

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等丰富的

太阳能、风能资源，加快推进鄂

尔多斯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

设，优化风光发电项目布局，充

分利用荒漠化治理区、干旱硬梁

区、采煤沉陷区以及孔兑两岸等

区域，加快建设集中式大型风

电、太阳能发电基地，推动全市

风电、太阳能发电高效开发和高

质量发展。积极推动分布式风光

开发，合理利用现有园区建筑物

闲置瓦面或屋顶，鼓励规划建设

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电，促进

风电、光电就近消纳。加快探索

发展“光伏 +”多元化模式。在

库布齐沙地、毛乌素沙地探索推

广“光伏 + 生态治理”“光伏 +

生态修复”，推广“光伏 + 采煤

沉陷区生态修复治理”，推动清

洁能源供应与修复治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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