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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新要求

杨峰

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碳减排研究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四届

三次全会均对此作出明确要求。科学理解和把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

丽江苏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理解协同推进的现实要求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四者协同推进是新时期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必须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2021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约 83.4%，其中煤炭占比仍高达 56%。

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否则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必须坚持先立后破，一手

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一手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同时，我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从根

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低碳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必须注重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

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同时，降碳要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二是整体

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

向和“双碳”行动方案，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三是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

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

续发力。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构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制度安排和统筹协调机制，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做

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策略上稳中求进，统筹做好加减法；行动上扎实推进，保持定力不动摇。降碳、

减污是做减法，扩绿、增长是做加法。降碳、减污，降低的是高碳经济，减少的是“黑色经济”，增加的是低碳经济、绿色经

济和美丽经济。“扩绿”可以增强碳汇能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扩大环境容量。“增长”只有建

立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基础上，才能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可能，从而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美丽江苏建设持续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美丽江苏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一是降碳工作成效显著。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消费占比从 2010 年的 64.5%下降到 2021 年的 55.3%，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累积下降 42%，年均下降 5.1%。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累积下降 46.4%，年均下降 5.8%，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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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逐步下降。

二是减污效果逐步显现。全省 PM2.5 年均浓度持续下降，实现 2013 年以来的“九连降”。同时全省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

面水质优Ⅲ比例五年来分别提升 5.2%、30.4%，太湖治理连续 15年实现“两个确保”，受污染耕地和地块安全利用率实现“双

90%”目标，长江生态岸线占比提高到 64.1%。

三是碳汇水平不断提升。十年间（2010—2021），全省新增造林面积 36.9 万公顷，抚育森林 87.8 万公顷，全省林木覆盖

率由 20.6%提高到 24%。

四是经济增长稳中向好。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多重超预期的困难挑战，全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经济运行呈现持续恢复、回稳向好态势，全年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全省 GDP 突破 1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8%。

江苏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较大，长远来看，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美丽江苏发展新

愿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是破解江苏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

科学把握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并持续

向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回答了怎样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问题，明确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四大任务，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重点把握。

强化责任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锚定目标

不动摇，继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

阶段。

加强统筹协调。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的工作总基调，在全省范围内加快

形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统筹协调机制，创造条件加快一体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双控”转变。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形成紧凑高效、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

间体系。

加快推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强化技术协同效应，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

能源体系；大力培育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绿色

低碳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以新能源运输装备产业为主导的绿色低碳产业。

推进全面节约战略和绿色转型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努力降低社会经济

各类物质消耗总强度。倡导绿色消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进生态安全

缓冲区、生态岛试验区、生态修复示范点建设。严格落实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负面清单。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健全生态保

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构建基于自然，党委领导，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

社会相结合的资源配置体系。政府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障；市场端培育和发展统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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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市场，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适应低碳发展要求；社会端加强低碳宣传教育，鼓励公众参与，形成简约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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