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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气候变化急速加剧，全球平均气温屡次突破历史记录，2023 年已经
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一年，2024 年极有可能成为全球平均温升达到 1.5℃的第一
年。与此同时，全球海面年平均温度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多地海温严重偏离正常范围。
伴随全球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升高，高温、热浪、山火、洪涝、干旱
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等长期影响事件加速演进，令人忧虑。

更令人揪心的是，事关地球生态系统稳定的多个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也
面临被突破的风险，人为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导致大气、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发
生广泛而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一旦突破临界点，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大幅加剧气
候变化，对人类及地球福祉构成重大威胁。据多方研究和报道，15 个全球气候临界
点有 9 个已经或者正在被击穿。

COP28 发布的首次全球盘点，识别了《巴黎协定》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
影响以及实施和支持手段方面的总体进展，但同时也指出，距离达成 1.5℃温升目标
仍存在巨大差距。在全面实施无条件和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净
零承诺，有望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9℃以内。然而，目前各方对于落实这些净零承诺
信心不足。联合国环境署《2024 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如果不能提高新一轮国家
自主贡献的雄心并立即开始落实，本世纪内全球气温将上升 2.6 ～ 3.1℃。这将会对
人类、地球和经济带来无法逆转的破坏性影响。

三重环境危机，包括气候变化、生态系统丧失和污染，已成为关乎人类命运和地
球未来的重要议题。这些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国际社会共
同行动，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应对策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中国高
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于 2020 年 9 月做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后，政府、企业、公众
全社会迅速行动，以抓铁有痕的韧劲推进“双碳”目标，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转型成为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为持续追踪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进展，自 COP28 大会在迪拜发布《应
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务实行动》报告之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CRAES）和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IPE）再度携手，梳理近年来中国制定和发布的重要气候政策，盘点政府、
企业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 57 个良好实践案例，从十个方面总结中国
绿色转型经验和低碳技术成果，希望能助力中国的双碳行动和高质量发展，也为全球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在调研梳理盘点中我们看到，2024 年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
施，以应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确保生态安全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能够并行不悖。其中《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和《加快构建
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等尤为重要，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良好实践
China's Good Practic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加速全面绿色转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首个关键举措，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空间格局。中国率先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超
过 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15 万平方千米。通过十年努力，中国于 2024 年基
本形成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各省区市均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和“三线一单”为基础
的分区管控划定。根据《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2024》，中国已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红树林地面积增长至 302.7 平方千米；全国林草年碳
汇量超过 12 亿吨。

省级三线一单地图

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工业碳排放占比高。为此生态环境部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累计淘汰落后煤炭产能 10 亿吨、
钢铁产能 3 亿吨、水泥产能 4 亿吨。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深化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在电力系统、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建
筑建设运行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正泰 132kV 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澳大利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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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ea.gov.cn/2024-10/31/c_1310787069.htm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8330.htm

 https://dialogue.earth/zh/4/116380/

 https://news.qq.com/rain/a/20241012A0578V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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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光伏发展状况

2023 年以来，能源领域的绿色转型步伐明显加快。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
生物质发电装机继续稳居世界第一，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17.3
亿千瓦，约占总装机的 54.7%1。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继续超常规增长，光伏
和风电装机已提前 6 年实现 2030 年 12 亿千瓦的装机目标。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
机中，中国贡献超过 50%2，按照这一发展速度，中国可再生能源有望达成 2030 年增
至三倍的目标 3，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交通运输的绿色转型，最大亮点是汽车电气化。2023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全年销
量累计为 773.6 万台，渗透率达到 35.7%，其中上海 2023 年底超过 40%，接近 50%。
海口市超过 50%。2024 年全国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大幅提速，7 月历史性地突破
50%，9 月达到 53.3%，较 2023 年 9 月增长 16.8 个百分点 4。

2015-2024 年全国新能源车渗透率

来源：蔚蓝地图

全面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降低碳排放的一个关
键举措。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节能增效，推广节约用地技术，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推进回收循环利用。推动企业节能降碳增效，通过设备改造升级，低碳产品设计和研
发，实施智慧能源管理，推动废旧物资回收再利用，实施余热余能的利用改造，在降
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有效减少环境污染。2023 年，中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5，
较 2012 年累计下降约 26%6。

 http://zfxxgk.nea.gov.cn/2023-04/06/c_1310710616.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711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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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碳排放量在全社会排放总量中占比逐步提高。为推动建筑领域绿色转型，
中国在城乡建设中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优化建筑用能结构。2023 年新开工的保障房
中装配式建筑的应用比例达到 80%。“十四五”前三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超 90%，完成城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超 3 亿平方米。截至 2023 年年底，北方地区清
洁供暖率达 76%。

琼海博鳌近零碳示范区项目 来源：规划中国公众号

“蓝色循环”项目 来源：台州发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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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4/art_3b87e091a9944ee2a8f0d9f8de842586.html

 https://www.100ec.cn/detail--6638645.html

为鼓励公众了解并参与到气候行动中，蔚蓝地图联合野生救援上线“气候行动”打卡功能，并于 2024 年 6 月在中国环境记

协指导下携手海淀区和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开启了指尖上的环保“助力美丽中国建设，践行气候行动”公益活动。

《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3）》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5/content_6952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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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端的排放占比预计将显著上升，必须推动消费模
式绿色转型。一年来，中国着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全
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共计发放了 3.3 万张 7。推广快递绿色化包装，减少二次包装浪费，
2023 年全国使用可循环包装的邮件快件超 10 亿件，回收复用瓦楞纸箱超 8.2 亿个。
2023 年二手电商交易规模达 5486.5 亿元，同比增长 14.25%；二手电商用户规模为 5.8
亿人，同比增长 25.26%8，勤俭节约循环利用成为新时尚。

科技创新是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大力研发低碳
技术，光伏发电技术快速迭代，风电、水电、核电技术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人工
固碳端，中国积极开展 CCUS 技术研发与部署，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已投运和规
划建设中的 CCUS 示范项目达 107 个，具备 CO2 捕集能力约 730 万吨 / 年 10。与此同时，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共享科技资源和研究成果，共同开展科技攻关。在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同时，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培训。

绿色转型离不开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撑。近年来，中国已初步构建涵盖绿色贷款、
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以及碳金融产品在内的多层次绿色金融产
品体系。2024 年一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超 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1%，高于各项
贷款增速 25.9 个百分点。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
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都在 30% 以上 11。在此基础上，一系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财税政策还进一步向生态补偿、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扩展。

打卡我的气候行动 9 来源：蔚蓝地图

2024 年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准备再
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行动将再度遭遇挫折，国际气候治理体系面临
新一轮动荡。然而，面对风雨飘摇的地球家园，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和哀叹，世界各国
唯一的出路是携起手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同舟同济，协力应对。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治理污
染的同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条极不平
凡的试错、觉醒、奋起行动、不懈坚持的绿色发展道路，正努力迈向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衷心期待 2024 年度报告梳理
的良好实践案例，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全面绿色转型带去启示和借鉴。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良好实践”课题组

2024 年 11 月 10 日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气候治理中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国际气候
治理。“非洲光带”项目是中国落实《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的重要举措，能解
决至少约 5 万户非洲无电贫困家庭用电照明，助力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自给
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共进。目前，中方已推动与布隆迪、乍得等 5 个非洲国家
签署“非洲光带”项目合作文件，预计将为近 2 万户非洲家庭提供用电。2024 年以来，
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两次召开会议，就落实《关于加强合作应
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实施各自 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和准备
各自 2035 年 NDC 展开讨论。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良好实践 9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良好实践8

案例 1：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服务绿色金融和绿色供应链

案例 2：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案例 3：宝武钢铁建成国内首套百万级氢基竖炉

案例 4：“正泰 10kV ～ 750kV 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案例 5：海南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

案例 6：达能脉动武汉工厂数字化转型助力应对气候变化

案例 7：江苏省规模最大渔光互补新能源项目在常州并网投运

案例 8：鄂尔多斯采煤沉陷区 300 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

案例 9：广东深圳虚拟电厂智慧调度运行管理云平台

案例 10：山东海阳核电厂核能供暖工程

案例 11：深圳新能源车网互动应用实践落地

案例 12：三峡乌兰察布“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案例 13：四川德阳东方电气氢能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应用

案例 14：山东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案例 15：浙江推进“四港联动” 促进运输结构优化调整

案例 16：上海市电动汽车个人充电桩突破 50 万个

案例 17：深圳打造公共领域电动化全球城市标杆

案例 18：呼和浩特市西服务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案例 19：北京市慢行系统品质逐步提升，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4.7%

案例 20：深圳北站建成零碳枢纽建筑，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案例 21：琼海博鳌近零碳示范区项目—集成先进技术实施智能化零碳改造

案例 22：武进区推出绿色建筑评价监测系统，赋能绿色建筑产业低碳发展

案例 23：安吉余村打造零碳建筑，点亮乡村低碳名片

案例 24：中新生态城建成天津首个“零碳建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案例 25：上海虹桥机场双碳综合管理融合提升

案例 26：吉利汽车行业“绿色工厂”

案例 27：安徽省长丰县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践

案例 28：内蒙古电力集团阿拉善供电公司实施屋顶光伏项目

案例 29：中国石化大力推进全过程能源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案例 30：普洱市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案例 31：多元共建塑料循环利用

案例 32：可溯源的海洋塑料

案例 33：闲鱼以闲置资源循环利用助力绿色发展

案例 34：菜鸟全链路绿色物流解决方案助力包装减量

案例 35：伊利集团以“双足迹”推动产业链全链绿色减碳

案例 36：2023 年 CITI 指数显示越来越多在华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

案例 37：“双 11”购物平台优惠首次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叠加带动重点消费品销量

案例 38：全国首个绿色消费平台“森林集市”正式发布

案例 39：上海打造“产品碳足迹认证”试点

案例 40：江苏首个企业产品碳足迹实时管理平台上线

案例 41：建成首个碳源汇监测核校支撑系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案例 42：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

案例 43：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并网，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案例 44：中国特高压：勇攀世界“高”峰

案例 45：中国在碳捕集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案例 46：中国绿色税收效果显现

案例 47：国网冀北公司绿色采购实践

案例 48：绿色金融“工具箱”不断丰富

案例 49：绿色信贷规模快速增长

案例 50：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不断完善

案例 51：山东绿色发展基金——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 (GCF) 支持的项目

案例 52：鼓励各类资本提升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比例

案例 53：南方五省区全域电力现货结算试运行

案例 54：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即将实施

案例 55：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市场正式重启

案例 56：湖北省启动“电 - 碳 - 金融”三市场协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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