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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最新评估报告草案揭示了全球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空气污染引起全球700万人

死亡的最新数字更是给屡遭雾霾围城的中

国敲响警钟。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

和大气污染治理的推进，我国空气质量状

况保持稳定。但由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

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仍然面临着大气污染严重和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的巨大压力。灰霾、光化学烟雾等复

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老的污染问

题（SO2、NOx、PM10）尚未解决，新的

污染问题（雾霾频发）又开始呈现，对人

体健康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成为当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与此同时，作为

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温室气体

排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增长，对

于实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

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

目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要达

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的困

难也将进一步增大。

受资源禀赋特性决定，我国中长期

内以煤炭开发利用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不会

改变，而煤炭资源的利用将产生大量大气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因此在治理大气污染

和应对气候变化中，都要把能源的合理利

用开发作为重点，把能源问题作为主要抓

手，以期产生协同效应。

一、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同根、

同源、同步
2013年以来，雾霾在以北京为首的

华北地区、中东部地区频现，影响区域达

25个省份，影响人口达6-8亿。全国多个

城市空气质量为中度或严重污染。我国大

气环境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

情况下，以细颗粒物(PM2.5)、臭氧为代表

的区域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

据统计，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烟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70％以上来自燃

煤和汽车尾气。以北京为例，大气PM2.5

组成中，超过60％的各种颗粒物排放和转

化以及超过50％的黑炭来自化石燃料的燃

烧。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6.2亿

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

费总量的比例超过50%。2005-2011年

我国新增煤炭消费量占世界增量的68%。

化石能源消费的上升不但增加二氧化碳排

放，而且使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可溶性硝酸

盐、硫酸盐和烟尘微粒(PM10、PM2.5)等

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在很多时候超过大气容

量，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在成因上关系密

切。从气象条件上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处

在全球最大陆地板块副热带干旱和半干旱

区的下游地区，又是全球中低纬度陆地低

层平均大气稳定度最强的地区，具有形成

雾霾天气的自然条件。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气候变化使我国平均风速下降、小雨日数

减少，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持续了几十

年的“南涝北旱”，使北方能源生产和消

费大省大气污染比南方更加严重。

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

物是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同时排放的，

因此，现阶段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在形成

原因上同根、同源、同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对大气污染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协同效

应。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化

石燃料的燃烧；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减少二

氧化碳和污染的排放；植树造林不仅增加

森林碳汇，也有助于降尘、清洁空气。因

此，协同开展治理雾霾应对气候变化是

应有之义，应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多赢效

果。

二、我国已经开展多项工作协同

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

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主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

时强调，节能减排与促进发展并不完全矛

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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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相辅相成，

是人类的共同责任。

“十一五”至今，我国开展了多项

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的措施和方

案。

（一）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我国“十一五”期间节能力度加大，

协同效应极其明显。实现节能19.1%的目

标，共节约7亿吨标准煤，减少15亿吨二

氧化碳排放，碳强度降低了近21%。同

时带来了节水、减少环境污染等明显的协

同效应，使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目标得以超

额完成。截止到2013年，碳强度已经下

降了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

化碳的排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

重，2013年已经达到了9.8%，森林蓄积

量已经提前完成13亿立方米的任务，达到

了20亿米。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2005-2013年，水电装机容量增长2

倍，风电容量提高了60倍，光伏发电装机

提高了280倍，全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

量已占全球的24%。世界银行研究表明，

从1990年到2010年，我国通过节能提高

能效，产生累计节能量占到全球58%。

（三）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预计到“十二五”末，节能环保产业

每年的产值将达到4.5万亿，吸纳的就业

人口3200-3300多万人，达到应对气候

变化和经济发展双赢。

三、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治

的建议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在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和宝贵经验，进展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然而由于我国发展方式总体比较粗放，经

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还不尽合

理，对于协同控制的观念和思路有待进一

步深化。为此，建议在治理大气污染和应

对气候变化中，重视和采纳具有明显的协

同效应的措施和方案，通过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措施与主要污染物减排措施的优化组

合，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气候与环境

保护目标。

（一）推进节能目标、污染物减排和碳

强度减排目标紧密结合

在节能目标、污染物减排和碳强度减

排目标上，建议将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

境紧密地结合起来。“十三五”期间，将

大力开展能源结构优化与煤炭总量控制，

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力争将节能目标提

高到17%，使碳强度减排达到18%，以

此，到2020年可达到国家承诺的碳强度

减排45%的上限。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应

推行前端治理，源头控制，提高节能和碳

强度的减排目标，使碳强度降低45%的目

标更有保证。

（二）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建立低

碳能源消费模式

科学论证能源的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控制。对煤炭总量实行控制，制

定中长期的煤炭总量控制方案，到2017

年煤炭的消费量要在总能耗中下降到

65%。制定全国的煤炭总量控制规划，依

托大气污染控制规划调控能源总量，推进

节能目标的实现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

现。同时，较高的节能目标和碳强度目标

也有助于大气污染的治理。

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带动其他能源行

业与技术的发展，包括洁净煤技术的发展

等，电能替代、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

源效率，积极地发展洁净煤技术和CCUS 

技术（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

（三）综合考虑环境容量和社会经济发

展目标，科学调整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方向

研究测算我国环境容量可承载能力，

依据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气

候变化的环境容量合理倒推，并科学设置

经济增长速度预期和实际指标，缓解经济

增长和环境保护不协调的压力。

推动产业调整与再工业化，避免产

能过剩，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

玻璃等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产业，

集中优势推进高耗能产业产品高精尖化。

特大和大型城市根据环境容量的限制，将

污染排放高的、高能耗的企业坚决迁出退

够，在转移的过程中要采用新的技术、新

的标准来代替这些转移企业的老旧设备和

技术，使他们对当地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

放最小化。

（四）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开展重点

区域协同控制试点工作

加强我国低碳发展顶层设计，研究我

国2020-2050年的低碳发展路线图，力

争在2025年之前达到能源消费45亿吨标

准煤左右的碳排放峰值，之后逐年递减，

为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和能源环境战略规

划提供依据。

开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探索资源型省份应对气候变

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办法和经验，构建区

域协同控制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五）建立多部门协同应对机制，增强

协同控制理念

加强环保、气象等多部门合作，加大

中期重度雾霾与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

警技术研究，及时掌握未来环境空气质量

变化趋势，依据气象条件实施动态调控污

染物的排放与能源消费量。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大气污染知

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全社会对其重要性和

紧迫性的认识。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企业生产方式、民众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

大气污染的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