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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我國的基礎能源，也是最大的碳排放源。 （新華社）

完善政策制度體系

系統化的制度體系是落實碳排放雙控的保障。在能耗雙控向
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過程中，因地制宜地考量和制定政策

體系是一項複雜而多維的任務。
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車俊表示，在調研
中了解到，在當前經濟下行和複雜外部形勢壓力下，全面實施
碳排放雙控時間緊、任務重，碳排放雙控相關政策協同系統性
還不強，分區域分行業差別化、針對性的政策實施不夠到位。
「應堅持先立後破，推動碳排放雙控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
中長期規劃，正確處理科學發展與降碳減排的關係，科學把握
達成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科學高效推動『十五
五』全面實施碳排放雙控。」車俊表示。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農工黨中央副主席王
金南也認為，統一規範、協同高效、科學精準的統計核算體系
是碳排放雙控制度建設的基石，是科學合理分解約束性指標、
落實減排責任的前提。「但目前碳排放統計核算的時效性、準
確性和精細度無法滿足雙控管理需求。」
王金南建議加快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改革和數據質量提高，
因地制宜建立差異化統計核算體系，構建重點行業企業分級分
類統計核算技術方法，全面推進城市碳排放源統計核算。
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江蘇省委會主委蔣巍關注的是產品碳

足跡管理和碳標識認證制度問題。他表示，產品碳足跡是衡量
產品「含綠量」的重要指標，碳標識認證是由認證機構證明產
品碳足跡量化符合標準規範要求。我國相關工作尚處在初期階
段，規則標準尚不健全，基礎數據庫存在短板。
「應夯實碳足跡管理基礎底座，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符合

國家要求的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標準體系，完善團體標準採信
機制。同時，組織實施《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通用實施規則
（試行）》，規範『中國產品碳足跡標識』使用，加快制定產
品碳標識認證管理辦法，促進碳標識認證高質量發展。」蔣巍
表示。
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山西省委會主委張復明圍繞推動建立碳

排放雙控目標責任考核評價體系發表了意見建議。他認為，應
科學設定全國碳排放強度約束性指標，合理分解地方碳排放強
度指標和目標，並健全碳排放考核方法。

「發揮好目標評價考核『指揮棒』作用，兼
顧公平與效率，構建地區碳排放控制指標分解
技術體系。嚴格按照碳排放預算編制，合理確
定各省區碳排放強度降低約束性指標。建立區
域間減碳協作機制，強化重點省份合作。」張
復明說。

扎實推進重點任務
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

保護大會上提出「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
更具國際影響力的碳市場」。
建設全國碳市場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

政策工具。當前，全國碳市場體系仍處於建設
初期，基本建立了相關法規制度和基礎設施，
但尚未實現行業全覆蓋，市場活力也有待提
升。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鄒磊認為，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推進
全國碳市場建設。
「要抓緊研究編制化工、石化、造紙、航空等重點行業溫室

氣體排放核算與核查指南，穩步擴大碳市場行業覆蓋範圍。完
善產品體系和准入機制，推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交易主體和交
易品種多元化。優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配額分配機制，激發市
場活力。」鄒磊表示。
在推動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的過程中，為應對

能源稟賦與碳排目標衝突、新能源裝機增長與出力不足、傳統
能源與新能源互補性不足等矛盾，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供
給質量至關重要。
「煤炭是我國的基礎能源，也是最大的碳排放源。構建新型

能源體系，必須解決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問題。」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溫樞剛表示。
他建議加快能源安全低碳轉型，保持新能源快速發展勢頭，

為煤電控排創造條件。夯實煤電能源安全「壓艙石」作用，在
「沙戈荒」基地建設支撐性電源，在負荷中心建設應急保障電
源和清潔供暖熱電聯產機組，合理控制煤電發電量。
「同時，健全多層次電力市場體系，完善跨省跨區市場化交

易機制。將煤電綠色低碳
轉型納入轉型金融覆蓋範
圍，給予更大力度的融資
成本、財政投入、稅收優
惠等政策支持。」溫樞剛
表示。
當前，我國工業領域碳

排放佔據全國碳排放總量
的主導地位，成為落實碳
達峰碳中和戰略的核心攻
堅主戰場。
「應系統提升工業碳排

放雙控基礎能力，推動工
業領域綠色低碳轉型。」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河北
省委會主委張福成表示。
張福成認為，應以碳排

放強度約束推動企業技術
迭代升級，通過市場採購
機制引導企業向低碳轉
型，優化現有產業低碳發
展能力；強化「企業—園

區—區域」三級監測網絡建設，夯實工業碳管理數智化基礎能
力；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培育綠色產業鏈協同發展能力。

發揮科技創新關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文明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污
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
麗中國」。
科技創新為我國能源高質量發展和能源低碳轉型注入關鍵動

力。有關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申請的動力電池專利佔據了
全球的74%，已成為驅動電機最大的生產國；風電機組等關鍵
零部件的產量占到全球市場的70%以上，光伏多晶硅、硅片、
電池片和組件產量占全球比重均超過80%。
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主席唐良智強調了以科技

創新推動能源低碳轉型的緊迫性，認為應通過創新「雙碳」領
域科技資源配置機制、優化「雙碳」領域市場要素支撐機制、
完善「雙碳」領域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機制夯實碳排放雙控科技
支撐。
「應研究制定碳排放雙控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統籌謀劃國家
重大科技項目；開放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構建低碳技術標
準及專利池共用機制；引導創新主體建立健全知識產權資產和
專利產品管理制度，實施一批高價值專利培育項目等。」唐良
智表示。
溫樞剛提出了加強煤電關鍵技術研發示範的建議。「協同產
業鏈上下游組建創新聯合體，打造清潔降碳、安全可靠、高效
調節、智能運行的先進煤電技術體系。加快研發高比例綠氨摻
燒、低成本綠氫綠氨製備等技術，在可再生能源富集、經濟基
礎較好的地區開展示範。」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朴世龍在談及加強綠色低碳

國際合作問題時，着重談到加大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國際合作
的重要性。他表示，應加大綠色低碳短板技術研發，聚焦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生態工程固碳等前沿技術，加大國際合
作，攻克技術難題，提高創新鏈國際合作的質量和水平。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遼寧省委會主委劉中民認為，應強化風

險挑戰防範，穩妥有序推動碳排放雙控轉型。具體到技術領
域，則應加強能源技術路線風險研判，從源頭上抵禦風險。
「建議按照近中遠期發展形勢變化，構建以技術、數據為基

礎的戰略研究平台，開展『技術成熟度—經濟成本—低碳效
益』評估，制定技術發展路線圖和關鍵技術突破扶持政策，指
導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避免新技術加速迭代帶來的技術路線
選擇的風險。」劉中民說。

集智聚力集智聚力
建立碳排放雙控新機制建立碳排放雙控新機制

●5月9日，十四屆全國政協第三十一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主
持會議。 （人民政協報）

●科技創新為我國能源高質量發展和能源低碳轉型注入關鍵動力。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綜合報道 中共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

央把綠色低碳發展和節能減排

擺在突出位置。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能

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型新機

制」，這是中共中央對「雙

碳」工作的又一重大決策部

署。5月9日，全國政協召開

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建立

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

型新機制」協商議政，全國政

協委員與相關部委負責同志深

入交流討論，為構建由「能

耗」到「碳排放」的雙控新機

制集智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