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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指明方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

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
日至１０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政

府适时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转变发展理念、优化经济结构，加快

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离开绿色低碳发展，高质

量发展便丧失了活水源头，创新力和竞争力也

就失去了重要依托。推动低碳高质量发展，要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想，正确

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构建绿

色低碳产业体系、能源结构和空间格局，加快

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低碳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能耗和

碳排放强度，是我国从速度经济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标志。进入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走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绿色、低碳、生

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低碳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

从北京来看，《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提出，到２０３５
年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广泛自觉，碳排

放率先达峰后持续下降。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北

京市委蔡奇书记在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深入实施 “绿色

北京”战略，积极推进低碳绿色发展，要研究

制定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率先实现

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北京加快低碳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在绿色低碳发

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和绿色发展的首善之区，同时也作为全国

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市，率先实现碳达峰并稳

中有降，率先探索碳中和、低碳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路径，为全国碳达峰碳中和发挥表率、示

范和引领效应。北京市积极践行 “两山”理论，

实现经济发展与碳达峰并稳中有降的双赢，加

快形成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北京经验与

创新模式。

近年来，北京市推动大气污染治理，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清洁转型、大力疏解非首

都功能，燃煤量大幅下降，为北京碳达峰后稳

中有降、碳中和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十三

五”时期，在全国率先提出和实施减量发展重

大战略，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累计退出企业２１５４家，主要集中在建材、机械

制造、金属制品、木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有

不少就是 “碳排放” 大户，为碳排放强度持续

下降奠定了基础。“十三五”时期，北京的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达到２３％以上、降至每万

元ＧＤＰ０４２吨，是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下降２０５％的规划目标。但

总体来看，北京能源消费、碳排放等方面还存

在不少的压力。

一是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增加还未达到峰值。

如下表１所示，２０１９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

为７３６０３２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三大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

７０３７％。如下图 １所示，从 ２０１０年以来，北

京能源消费总量从６３５９４９万吨标准煤逐年增

长到７３６０３２万吨标准煤。尽管北京煤炭占能

源消费比重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９５９％下降到２０１９年

的１８１％，但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则从２０１０年

的３０９４％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４５５％，天然气占

能源消费总量则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４５８％增 长 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３４０１％，三大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比重的７０３７％，其他能源 （包括低碳新能源）

占能源消费总量则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００９％增长到

２０１９年的３１７％。

二是石油消费量超过煤炭消费量，三大化

石能源消费与外调电力成为全市碳排放的主要

来源。２０１９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三大主要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分 别 为 １８１％、３４５５％、

３４０１％。除了以上三种主要能源消费外，北京

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城市，北京外调电力占能

源消费比重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４３５％增长到２０１９年

的 ２５７９％。其 他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从 ２０１０年 的

００９％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３１７％，包括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等绿色新能源。

·２· “双碳”目标视域下北京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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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一次

电力

电力净调入 （＋）、

调出 （－）量

其他

能源

２０１０ ６３５９４９ ２９５９ ３０９４ １４５８ ０４５ ２４３５ 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６３９７３０ ２６６６ ３２９２ １４０２ ０４５ ２５６２ ０３３

２０１２ ６５６４１０ ２５２２ ３１６１ １７１１ ０４２ ２５３８ ０２６

２０１３ ６７２３９０ ２３３１ ３２１９ １８２０ ０３５ ２４９９ ０９６

２０１４ ６８３１２３ ２０３７ ３２５６ ２１０９ ０４１ ２４０３ １５４

２０１５ ６８０２７９ １３０５ ３３７９ ２９１８ ０４０ ２１７１ １８８

２０１６ ６９１６７２ ９２２ ３３１４ ３１８８ ０６６ ２３３７ １７３

２０１７ ７０８８３３ ５０６ ３４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６５ ２６１５ ２１４

２０１８ ７２６９７６ ２７７ ３４１４ ３４１７ ０６１ ２５６８ ２６３

２０１９ ７３６０３２ １８１ ３４５５ ３４０１ ０６７ ２５７９ ３１７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ｎｊｔｊｊ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ｎｊ／ｍａｉｎ／２０２０－ｔｊｎｊ／ｚｋ／ｉｎｄｅｘｃ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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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区碳减排目标不明确，碳减排工作

创新不足

　　尽管北京明确提出碳峰值目标已经多年，

但各区碳排放达峰碳中和目标缺失，对实现碳

中和的具体目标设置不够明确具体，还有相当

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并未从全市角度充分认识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对于形成倒逼机制、建设绿色

北京、加快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有的将碳排放峰值目标简单理解为限制本地区

发展空间的指标，在峰值目标设置相对保守、

决策不主动、创新不积极，存在基础数据不足、

对低碳高质量发展研判不充分、降碳减排缺乏

抓手等系列问题。一些地区在加快碳减排、低

碳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缺乏有效政策激励，缺乏

有效的工作抓手，创新性政策措施不多，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需要对北京全市及各

区碳减排和碳中和工作进行评估，科学设定低

碳高质量发展目标，特别是明确各区实现碳减

排碳中和目标，加快制定时间表，实现市级、

区级碳峰值目标相匹配，确保北京市碳达峰并

稳中有降、碳中和的工作目标不断得到落实。

（二）传统能耗强度大比重高，高碳能源结

构亟待转型

　　从碳排放源头看，制约北京碳减排、碳中

和目标实现的主要困难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的不合理，碳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大导致的高

碳锁定效应难以有效破解。从北京市来看，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精尖经济结构不断提

升。大部分区的一二产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

占主体，有利于节能减排。但是从能耗和碳排

放强度看，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化

石能源比重高且利用效率有待提升，能耗和碳

排放减少潜力大，有效减排举措不多。第三产

业碳排放和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呈现逐年增加

趋势。传统的以工业减排为首要目标的激励机

制难以完全胜任新形势下实现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

绿色可再生能源开发不够，绿色能源结构

难以得到快速提升，导致传统能源结构难以加

快转型升级。北京能源主要以传统能源为主，

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主要靠外输，绿色

能源和绿色电力的比重不高，直接导致能耗高，

碳排放强度也较大，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破解

传统能源比重高难题。如北京具有良好的光照

条件、地热资源、风力资源，技术成熟，可开

发空间大，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主要

以可再生新能源为主，北京对太阳能、地热、

风能等新能源开发力度仍然不足，低碳新能源

占比低。由于快速城镇化和巨大的刚性能源需

求，能源供应系统无法短期内摆脱高碳排放需

求格局，导致北京加快碳减排任务较为艰巨。

（三）低碳政策激励不够，绿色消费意愿不强

多年来北京出台了不少政策鼓励居民绿色

消费。但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力度及其激励

效果均有所不足，居民绿色消费意愿整体看仍

然不强。一是对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的激励

仍然不足。中等能耗家电、大排量汽车在居民

购买的消费品中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二是资

源环境价值未能充值快ഴ‰⁔䐍⠔〳呪喘⸰㙔樍ㄮ㍎二体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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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手段。北京发展碳交易、碳交融有了一

定的基础，也初步建立了



碳中和目标的相关技术加强创新与联合攻关，

科学设定北京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和路径。

（二）加快传统能源结构转型，积极开发绿

色低碳能源

　　一是从源头减少碳排放，降低化石能源比

重。北京应以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专项行动

为抓手，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施可再生

能源替代行动。二是加强能源技术创新，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创新是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应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机制创新和能源技

术创新，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北京城

市能源供应与消费过程中的低排放。三是积极

发展低碳新能源，大力提高光伏规模。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深入推动能源革命，正

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增加新能源消纳

能力。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北京应紧抓

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契机，发展光伏发

电、风电、地热能等新能源，充分利用城市建

筑屋顶、广场、空地甚至于道路面、废弃矿山、

荒漠、滩涂等空间，大面积安装分布式光伏发

电设备，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高新能源

比重，提升减碳固碳能力，助力碳中和目标实

现。采用先进技术将光伏设备在地面安装或嵌

入路面，见缝插针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太阳能充电桩、太阳能灯杆等，实现空间资源

集约利用，并提高低碳新能源供给。同时积极

发展风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等新能源，稳

步布局氢能、储能等项目，提升可再生能源的

消纳水平，减少弃光弃风导致的能源浪费，实

现传统能源与绿色新能源的优化组合与安全供

应，最大程度实现绿色新能源的稳步替代，充

分保障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有序推动低碳高

质量发展和 “双碳”目标实现。

（三）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发展绿色交通和

绿色建筑

　　一是加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低碳化

全面改造。加快北京产业的低碳化改造和转型

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同时，保留部分工业

并加快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节能低

碳工业，加强工业生产流程的节能减排，采用

节能环保材料，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绿

色智能制造，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减

少碳排放，推动碳中和。二是构建低碳服务业

体系，提高产业质量和效益。要大力发展低碳

物流业、信息业、服务外包、文化旅游等低碳

产业，降低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建立低碳服务

业体系。三是建立绿色交通体系，积极发展低

碳建筑。树立绿色低碳的交通发展理念，大力

发展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工具。比如，加快对

传统燃油车的淘汰和电动化，大力发展新能源

车，从源头上降低尾气排放和能耗强度。在建

筑领域，大力推广低碳建筑模式，在建筑空间

设计、建筑材料选择、建筑空间集约利用等方

面采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进节能减排以及

绿色低碳能源开发利用，比如鼓励使用生态环

保建筑材料，充分利用地下和屋顶空间，在建

筑屋顶等空间积极开发光伏发电设备。

（四）鼓励低碳消费与碳减排合作，全面推

进低碳高质量发展

　　一是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培育绿色低碳价

值观。在消费终端、市民生活方面要重视节能

减碳，加快转变生活方式，宣传低碳消费理念，

引导绿色价值观、低碳消费观和低碳生活模式。

二是通过价格补贴、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等多

种手段培育低碳消费市场，鼓励更多的市民购

买低碳产品，参与低碳生活，增加低碳消费需

求，激活低碳市场，助力北京低碳高质量发展。

三是加快森林城市建设，提升固碳减碳能力。

北京土地空间有限，中心城区建筑物高度密集，

将生态修复和碳汇功能统筹考虑，采用现代技

术手段推进城市立体绿化，实施城市森林增长

工程，推动北京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脱钩、碳

减排与碳中和的双赢。四是加强碳减排碳中和

的多方合作，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加

快北京碳减排、碳中和的国际合作，将生态文

明理念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分享首都低碳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北京作为国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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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国家形象，在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碳市场、

推动全球低碳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以多方合作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美

丽家园，谱写新阶段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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