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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倒逼机制
开拓内蒙古绿色发展新未来

赵云平

2020 年 9 月 22 日， 国 家 主

席习近平在 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庄严承诺，

中 国 将 力 争 于 2030 年 前 二 氧

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与此相

适应，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建 议 提

出，到二〇三五年，广泛形成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 基 本实现。

“十四五”期间 , 我国将开展二氧

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明确地方、

行业的碳达峰目标和行动方案，

并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对 各 地 进 展 情 况 进 行 考 核 评

估。围绕实现碳达峰目标，我国

产业政策、投资方向、科技攻关

都会发生变化，内蒙古应该采

取什么样的策略处理 发展与减

排的关系，是必须着力解决的现

实问题。

一、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的背景

现代物理学有两大基 本定

律，一是能量守恒，二是物质不

灭。从农业社会大量消耗薪柴到

工业社会大量消耗煤炭、石油、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人类生产生

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能源消费总

量增加和品类变化的变迁史。这

些含碳能源燃烧后会形成二氧化

碳，因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如果

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低，生态环境

完全可以通过生物固碳和光合转

化实现环境自净，但如果二氧化

碳排放量迅速而大量增加，就会

形成“温室气体效应”, 对世界气

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极端

灾害性天气频发等一系列问题，

因而降低碳排放量，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从发达国家碳排放的经验

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强

度呈现倒 U 型曲线规律，即在经

济增长初期，碳排放强度会呈现

激剧扩大态势，但随着人均 GDP

水平持续提升，消费结构变化和

技术进步等因素会导致碳排放强

度达到峰值后呈逐步下降趋势。

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排

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对世界气候

和环境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必须

采取人为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

这一人类共有家园的大目标看，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上任

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应该承担的责

任。但由于实现低碳减排涉及能

源技术突破、产业结构调整、能

源结构替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在现行

技术水平下，降低碳排放往往意

味 着经济降 速、发展 刹车，从

这一意义上讲排放权也就是发展

权。因而尽管降低碳排放已经成

为全球共识，但到底谁来减、哪

里减、减多少等义务承担问题则

成为世界各国博弈的难点。对于

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已经完成了

工业化进程，因此拥有较强的资

金和技术实力承担减排责任。而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来

说，面临着加快经济发展、改善

人民生活的急迫需求，降低碳排

摘  要 ：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会对区域格局、产业政策、投资方向、科技攻关等产生重大影

响，内蒙古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既面临一些挑战，

也存在诸多机遇。内蒙古需要因势利导地采取对策，在争取国家倾斜性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传统能源基

地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并促进能源替代、加大营林植绿力度并探索碳汇交易机制等方面争取

新作为，力促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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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

因素。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人

均国民收入仍然处于世界中下水

平。但在此背景下我国仍然主动

提出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

中和目标，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这是我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大目标下，对全人类做出的

大国担当。

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

政策取向

所谓“碳达峰”就是二氧化

碳的排 放量不再增长，达到峰

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 ；“碳中和”

是指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

低碳能源替代等形式，抵消自身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

氧化碳“零排放”。从实现碳减

排的技术原理看，下图所示的恒

等式可以清晰地看出，理论上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路径无非

有三种 ：首先是优化能源结构，

即应用低碳能源品类替代高碳能

源品类 ；其次是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即单位能耗能够创造出更多

的生产总值 ；再次是优化经济结

构，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耗

能产业比重，优化消费结构并倡

导低碳消费等。

根据这一原理，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采取的主要对策也是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一是

实施能源消耗总量与强度双控，

提出到 203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将比

2005 年 下 降 65% 以 上。《 中 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 确 定，

“十四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累

计降低 13.5% 和 18%。二是实施

低碳能源替代，提出到 2030 年

我国要实现 12 亿千瓦以上的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

到 25% 左右。三是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提出坚决遏制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深化

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和公共

机构节能，推进能源梯级利用，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实

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

等重点工程，加快能耗限额、产

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

订等。四是强化生物固碳。提出

继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到 2030

年我国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

增加 60 亿立方米。

三、内蒙古的机遇挑战

及对策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

基地，也是碳排放大区，人均碳

排放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内蒙古目前万元 GDP 能耗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左右，亿元工

业增加值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

排放量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三五”规划国家要求内蒙古

碳 强 度 下 降 17%， 单位 GDP 能

耗下降 14%，内蒙古未能完成国

家任务。“十四五”期间国家碳

排放及能耗指标将会更加趋严趋

紧，内蒙古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

环境指标约束，必须准确把握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探索出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共赢的新路子。

（一）积极争取国家倾斜性

节能减排政策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一

定技术水平下，排放权即意味着

发展权。内蒙古作为欠发 达的

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十分突出，加

快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仍然

是目前经济工作的重心，推动节

能降碳既要仰望天空更要脚踏实

地，充分考虑区情特点。内蒙古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

保障基地，特定的产业结构决定

了较高的能耗和排放水平有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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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必然性，同时现行国家能源输

出地和用能地的能耗分担核算制

度也存在严重不合理问题。鉴于

此，内蒙古必须积极争取国家差

别化的节能减排政策，为经济发

展腾挪更大的回旋余地。

（二）加快推动传统能源基

地转型升级

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

下，内蒙古必须转变现行资源开

发模式并加快转型步伐。一是统

筹煤炭资源开发，建议关停一部

分热值较低的褐煤矿井，将煤炭

生产指标统筹到煤炭热值较高的

盟市和矿山，通过优质优价降产

提效，并通过跨地区统筹经济指

标核算和财政转移支付进行适度

利益平衡补偿。二是促进能源化

工产业链延伸拓展，继续支持一

批煤炭深度加工转化项目，促进

煤基化工产业向新兴复合材料环

节和产品制造产业延伸升级，通

过提高产出效益降低单位增加值

能耗及排放水平。三是积极引导

能源使用方式变革，推动电力、

冶金、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和

耗能大户节能管理，大力发展绿

色节能建筑，加强党政机关等公

共机构节能，建立健全能源审计

监察、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

补贴等制度机制，严控能源消费

总量。

（三）继续做大做强风电光

电产业并促进能源替代

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目标，

全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需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全国风电加

光伏发电合计装机 4.46 亿千瓦，

意味着未来 10 年我国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要增加两倍。

内 蒙 古 2020 年 风 电 装 机 3786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 1232

万千瓦，是全国第一的新能源大

区，但相比巨大的风能太阳能资

源潜力，内蒙古仍然具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需要抓住国家碳达峰

行动机遇，促进新能源产业进一

步做 大做强。在 此 基础上，规

划建设基于新能源就地消纳的转

化基地，将规模化的新能源发电

基地与大型耗能型产业基地就近

布局并一体化统筹，建立区域微

电网、智能电网等输配电模式，

突破煤化工、金属冶炼、新型建

材等行业使用不稳定电源相关技

术，建立起风光火互补、清洁发

电与用能产业一体化衔接的低碳

型产业体系。

（四）加大营林植绿力度并

积极探索碳汇交易机制

按 照 国 家“ 碳 达 峰、 碳 中

和”行动方案，2030 年我国森

林 蓄 积 量 要比 2005 年 增 加 60

亿立方米，到 2018 年已经完成

新增 51.04 亿立方米任务，这意

味 着到 2030 年每年需要增加 1

亿立方米左右森林蓄积量。内蒙

古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区，应

抓住这一战略机遇，积极争取国

家支持实施一批生态系统修复、

生态廊道建 设、城乡防 护林体

系、大规模国土绿化等营林植绿

项目，进一步强化内蒙古生态环

境优势。与此同时，积极探索碳

汇核算及交易机制，促进生态价

值变现为经济效益。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宏观经

济研究中心总经济师）

                   责任编辑 ：康伟

北方经济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