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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出台了«欧盟甲烷减排战略»ꎬ以支撑其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ꎮ 该战略共提出了五个领

域的 ２４ 个行动方案ꎮ 欧盟将油气行业作为重点ꎬ设置了两个强制性的政策来完善能源部门的温室气体监测、报告和核

查制度ꎬ并禁止天然气放空和燃烧ꎮ 农业领域以加强全生命周期甲烷排放核算、减排技术等方面研究ꎬ编制最佳减排实

践和技术清单为主要措施ꎮ 在废弃物管理领域ꎬ欧盟将主要修订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立法和废水处理标准并加强监管ꎮ
全球层面ꎬ欧盟提出希望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油气进口国家ꎬ推动建立全球性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标准ꎬ分享其甲烷

超级排放源探测的卫星数据等措施ꎮ 我国提出 ２０６０ 碳中和愿景后ꎬ下一阶段温室气体减排将会从能源相关二氧化碳减

排为主扩展到全部温室气体减排ꎮ 建议我国和欧盟在甲烷减排方面开展广泛合作ꎬ借鉴欧盟的经验ꎬ尽快制定我国甲烷

减排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和行动计划ꎬ推广甲烷减排技术ꎬ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ꎬ探索在国家碳市场交易体系中纳

入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时机和方案ꎬ鼓励大型能源企业加入国际甲烷减排倡议以提高能力ꎬ逐步完善我国甲烷减排

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ꎬ打造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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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能源发展战略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号ꎬ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欧
盟甲烷减排战略» (以下简称«战略»)ꎬ提出在欧

盟和世界范围内应对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ꎬ
并拟定欧盟减排步骤ꎮ 同时ꎬ该战略还提出ꎬ要与

中国等主要化石燃料使用国家就甲烷减排进行接

触并展开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ꎮ 根据«巴黎

协定»第四条的表述ꎬ为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较

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 ２℃以内ꎬ并努力

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 １ ５℃以内”的长期气温

控制目标ꎬ全球要“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

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ꎮ 碳中

和可以理解为实现全部温室气体的零排放ꎬ或全

部温室气体排放被吸收和抵消ꎮ
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ꎬ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的评估

报告ꎬ人类活动已导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

升高了约 １ ０℃ꎬ在 ２０３０ 年至 ２０５２ 年之间温升可

能达到 １ ５℃ꎮ 在 １ ５℃路径下ꎬ全球人为二氧化

碳排放需要在 ２０５０ 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ꎻ在 ２℃
路径下ꎬ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在 ２０７０ 年左

右达到净零排放ꎮ 另外ꎬ 在 １ ５℃ 路径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还需要实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大幅

减排ꎬ例如需要将全球甲烷和黑炭的排放减少

３５％以上(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１]ꎮ 长期以来ꎬ我国

温室气体减排以能源相关二氧化碳为主ꎬ在碳中

和愿景提出后ꎬ下一阶段需要逐渐扩展到全部温

室气体减排ꎮ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ꎮ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ꎬ全球地表甲烷平均浓度持续

上升ꎬ目前大气中甲烷的浓度大约是工业化前水

平的 ２ ６ 倍ꎬ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２]ꎮ 甲烷作为

一种温室气体具有“短期高效”的特点ꎬ其在 ２０ 年内

的增温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的 ８４ 倍 ~ ８７ 倍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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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年内的增温效应为二氧化碳的 ２８ 倍 ~
３６ 倍[３]ꎮ 除了影响气候外ꎬ甲烷还影响空气质

量ꎬ增加甲烷排放将增加对流层和平流层的臭氧

浓度[４]ꎮ 此外ꎬ甲烷还是一种具有能源价值的资

源性气体ꎬ捕获甲烷具有潜在的经济收益ꎮ 因此ꎬ
甲烷减排不仅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ꎬ同时还具有

温室气体减排与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环境污染治

理的协同效应ꎬ甲烷将会成为我国下一阶段重点

治理的温室气体之一ꎮ 欧盟在甲烷减排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ꎬ其战略设计及配套措施可以为我

国甲烷减排提供有益借鉴ꎮ

１　 «欧盟甲烷减排战略»概况

«战略»是由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份提出的政策建议ꎬ属于«欧盟绿

色新政»下推出的系列战略措施之一ꎮ 从欧盟立

法和政策法规制定的流程来看ꎬ欧盟委员会是为

欧盟提出立法建议的执行机构ꎬ但是并没有决策

权ꎮ 欧盟委员会通常以通讯(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

形式提出政策建议和问题解决方案ꎬ并将通讯提

交给决策机构欧洲议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和
欧盟理事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进行评议ꎬ最后由

欧洲议会决议并通过法案ꎮ 目前来看ꎬ«战略»主
要是一个引导性的战略建议ꎬ向欧盟各国和全球

传达政策讯号ꎬ其实施仍有赖于制定详细的政策

和措施ꎮ
１ １　 总体目标

«战略»服务于欧盟的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２０３０ 年相比于 １９９０ 年减排 ５５％ꎬ２０５０ 年实

现碳中和)ꎮ 欧盟刚刚完成的«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

计划影响评估»认为ꎬ甲烷仍将是欧盟主要的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ꎮ 如果要实现 ２０３０ 年欧盟温

室气体相比于 １９９０ 年减排 ５５％的目标ꎬ需要强化

当前的甲烷减排政策ꎬ将甲烷减排目标从 ２５％提

高到 ３５％~３７％(相比于 ２００５ 年)ꎮ 在全球范围

内ꎬ如果在未来 ３０ 年内将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甲烷

排放量减少 ５０％ꎬ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温升可以降低

０ １８ 摄氏度[５]ꎮ 欧盟为了实现全部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ꎬ建立针对甲烷减排的政策框架ꎬ制定了

«战略»ꎮ
１ ２　 主要措施

欧盟甲烷排放约占全球的 ５％ꎬ其人为甲烷

排放的 ９８％来源于农业、废弃物处理和能源三大

部门ꎬ其中农业部门排放占比最高(５３％)ꎬ废弃

物处理部门排放次之(２６％)ꎬ能源活动排放占比

略低(１９％)ꎮ 欧盟的第一份甲烷减排战略颁布

于 １９９６ 年ꎬ经过多年的发展ꎬ甲烷减排政策和环

境已经非常完善ꎮ 欧盟主要领域的甲烷排放早

已实现了下降ꎬ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ꎬ现在能源领域

甲烷排放已经减少了一半ꎬ废弃物处理和农业

领域的甲烷排放已经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一和五

分之一ꎮ
针对甲烷排放源的特征ꎬ«战略»提出了覆盖

五大领域共 ２４ 条的行动方案(见表 １)ꎮ 除了覆

盖主要的甲烷排放部门(农业、废弃物处理、能
源)之外ꎬ还增加了“跨部门行动”和“国际合作”
两部分内容ꎮ 总体来看ꎬ«战略»是一个非常全面

的引导性的减排战略ꎬ主要通过市场和技术手段

来评估、修订现有的与气候变化和环境相关的法

案和标准ꎬ完善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 (ＭＲＶ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Ｖｅｒ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引导性政策ꎬ
联合国际合作伙伴来推进甲烷减排行动ꎮ

表 １　 «欧盟甲烷减排战略»覆盖的行动方案

领域 行动

跨部门行动 (１)支持企业改善甲烷监测与报告

　 (２)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

　 (３)通过哥白尼计划ꎬ加强卫星对甲烷排放的探测与监测

　 (４)审查欧盟气候和环境相关法案

　 (５)为废弃物处理产生的沼气建立市场机制

能源部门行动 (１)支持企业自愿减排行动ꎬ同时推动立法建立能源相关甲烷排放 ＭＲＶ 制度ꎬ推动天然气企业开展泄漏检测和修复

　 (２)通过立法以消除天然气放空和燃烧

　 (３)扩展油气甲烷合作伙伴关系(ＯＧＭＰꎬ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框架覆盖油气行业上游、中游、下游和煤炭行业

　 (４)推动转型中的采煤地区进行修复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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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行动

农业部门行动 (１)支持研究农业全生命周期甲烷排放方法学

　 (２)２０２１ 年底完成农业部门最佳减排实践和技术清单编制

　 (３)２０２２ 年完成农场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核算方法及模块

　 (４)２０２１ 年开始部署发展“富碳农业”ꎬ推广减排技术

　 (５)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欧洲地平线”计划中ꎬ设立项目研究导致甲烷减排的因素

废弃物部门行动 (１)加强监管ꎬ向成员国和各区域提供技术援助

　 (２)２０２４ 年审核修订«垃圾填埋气指令»ꎬ改善垃圾填埋气的管理

　 (３)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欧洲地平线”计划中ꎬ设立项目研究垃圾生产生物甲烷技术

国际合作 (１)通过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北极理事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等机构加大对国际论坛的贡献

　 (２)同伙伴国家一起促进甲烷减排ꎬ并协调解决全球能源部门甲烷排放问题

　 (３)寻求提高能源部门减排透明度ꎬ建立国际甲烷供应指数

　 (４)在国际伙伴没有作出重大承诺的情况下ꎬ考虑对欧盟境内消费和进口的化石能源设立减排目标、标准和激励措施

　 (５)建立甲烷超级排放源探测和预警程序ꎬ并分享这些数据

　 (６)支持与国际甲烷减排倡议及组织的合作

　 (７)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推动国际合作

　 　 能源是欧盟减排成本效益最高的部门ꎬ而且

数据基础较好ꎮ 油气行业、煤炭行业和居民部门

的甲烷排放分别占能源行业甲烷排放的 ５４％、
３１％和 １１％ꎮ 油气行业排放占比最高ꎬ减排技术

较为成熟且成本最低ꎬ是欧盟及全球油气大国甲

烷减排的优先领域ꎮ «战略»中设置了两个强制

性的政策来完善能源部门的温室气体的监测、报
告和核查制度ꎬ并禁止天然气放空和燃烧ꎮ

农业是欧盟减少甲烷排放总体效益潜力最大

的第二部门ꎮ 欧盟农业领域的甲烷排放主要来自

畜牧业ꎬ从农业排放构成来看ꎬ反刍动物的肠道发

酵排放占比最高(８０ ７％)ꎬ牲畜粪便管理排放次

之(１７ ４％)ꎬ水稻种植排放很低(１ ２％)ꎮ １９９０ 年

以来ꎬ欧盟农业领域的甲烷排放已经减少了

２２％ꎮ 由于农业领域甲烷排放源非常分散ꎬ农业

部门实现温室气体的监测、报告和核查很困难ꎬ因
此该部门的减排措施主要是加强全生命周期甲烷

排放核算和减排技术等方面研究ꎬ以及编制引导

性的最佳减排实践和技术清单ꎮ
在废弃物处理部门ꎬ甲烷排放主要来自垃圾

填埋场的填埋气排放、沼气发电厂的污水和污泥

处理ꎮ 废弃物处理部门的主要措施是改善废弃物

的管理ꎬ«战略»提出将垃圾填埋处理所占比例从

２４％(２０１８ 年)降低到不超过 １０％(２０３５ 年)的目

标ꎬ以减少填埋气产生ꎮ 关于废水和污水污泥的

处理和使用ꎬ现行的监管框架«城市废水处理指

令»和«污水污泥处理指令»中ꎬ没有具体处理温

室气体排放问题ꎮ 因此«战略»提出了修订这些

指令和相关标准的措施ꎮ
国际合作方面ꎬ欧盟希望联合中国、日本、韩

国三个主要油气进口国(这四方共占全球油气进

口总量的 ７５％)ꎬ建立买方联盟ꎬ支持建立全球性

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标准ꎬ促进油气出口国和油气

企业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气候和清洁空气

联盟成立的油气甲烷合作伙伴关系(ＯＧＭＰ)倡

议ꎬ采用甲烷减排措施和技术ꎮ 此外ꎬ«战略»还

提出分享欧盟的甲烷超级排放源探测卫星数据等

建议ꎮ
欧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战略来推动全球甲烷

减排ꎮ 尽管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比重并不高ꎬ但欧

盟是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进口方ꎬ并且在全球农

业领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ꎬ欧盟希望借此推动全

球合作伙伴采取类似的行动ꎮ 欧盟将于 ２０２５ 年

启动哥白尼地球二氧化碳监测方案ꎬ将有三颗卫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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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服务于这一任务ꎮ 该方案将显著改善全球甲烷

排放监测水平ꎬ提供更加准确的自上而下的排放

数据ꎮ 此外ꎬ欧盟甲烷检测与减排技术方面全球

领先ꎬ推出«战略»ꎬ有助于巩固欧盟在全球气候

变化领域的领导地位ꎬ对于其相关技术的发展和

出口也将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ꎮ

２　 我国的甲烷排放情况与减排行动

甲烷在我国也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

室气体ꎬ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人为甲烷排放国ꎮ 根

据我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ꎬ２０１４ 年我

国温室气体总排放(不包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约为 １２３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ꎬ其中

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约为 ８３ ５％ꎬ甲烷排放占比约

为 ９ １％[７]ꎮ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甲烷排放增加了

１１ ５％ꎮ 一些研究也表明ꎬ近年来我国甲烷排放

仍在持续增长[８－９]ꎮ
２ １　 我国主要的甲烷排放部门

尽管我国和欧洲甲烷的主要排放源都是农

业、废弃物处理和能源活动ꎬ但是各领域排放占比

却有着显著的差异(见表 ２)ꎮ 能源活动是我国第

一大甲烷排放源ꎬ２０１４ 年ꎬ能源活动甲烷排放量

占全国甲烷总排放量的 ４５％ꎮ 其中ꎬ煤炭开采过

程的甲烷排放是能源系统的主要排放源ꎬ占甲烷

总排放量的比例高达 ３８％ꎬ油气系统排放仅占

２％ꎬ燃料燃烧的甲烷排放占 ５％ꎮ 我国煤炭行业

的甲烷泄漏浓度低、波动大、持续性强ꎬ回收利用

的技术难度大ꎮ 尽管煤炭甲烷回收利用量不断增

长ꎬ但整体利用率仍然偏低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煤层气

的抽采量达到 １８４ 亿立方米ꎬ其中利用量 １０２ 亿

立方米ꎮ 另外ꎬ每年还有大量的低浓度瓦斯直接

排放到空气中[９]ꎮ 此外ꎬ煤炭开采停止后ꎬ废弃

矿井仍会通过自然或人为通道继续释放甲烷ꎮ 近

年来ꎬ我国政府出于安全生产和淘汰落后产能的

原因不断关闭小型煤矿ꎬ全国煤矿数量由 ２０１０ 年

的 １４０００ 多座减少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９００ 座左右ꎬ废
弃矿井数量不断增加ꎬ已成为重要的甲烷排放源ꎮ
油气系统甲烷逃逸排放的来源主要包括设备密封

部位的渗漏、工艺排空和事故排放ꎮ

表 ２　 我国与欧盟人为甲烷排放情况比较

单位:％

农业 废弃物处理 能源活动

欧盟 ５３ ２６ １９

中国 ４０ １２ ４５

　 　 农业部门是我国第二大甲烷排放源ꎬ也是氧

化亚氮的第一大排放源ꎮ ２０１４ 年ꎬ农业活动甲烷

和氧化亚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４１％
和 ７９％ꎬ农田施肥、家畜饲养、水稻种植和粪便管

理是农业主要排放源ꎮ 农业活动甲烷排放中ꎬ动
物肠道排放占 ４４％ꎬ水稻种植排放占 ４０％ꎬ动物

粪便管理排放占 １４％ꎬ畜牧业和种植业的排放贡

献都很大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粮食产量、肉类产量、禽蛋产量分别

增长了 １ ５ 倍、１ ７ 倍和 ２ ２ 倍ꎬ在主要农业产品

大幅增长的背景下ꎬ农业活动甲烷排放整体上还

保持了增速放缓的趋势ꎮ 由于农业排放源的高度

分散性ꎬ农业排放和固碳效益核算的不确定性ꎬ以
及农业固碳项目的可逆转性ꎬ导致农业温室气体

减排相对缺乏管理手段和市场机制ꎮ
废弃物处理部门占全国甲烷总排放量的

１２％ꎬ排放源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和废水处

理ꎮ ２０１４ 年ꎬ固体废弃物处理甲烷排放量占比为

７％ꎬ废水处理排放量占比为 ５％ꎮ 近年来我国固

体废弃物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ꎬ全国每年新增固

体废弃物接近 １００ 亿吨ꎬ历史堆存总量高达

６００ 亿吨~７００ 亿吨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ꎬ固体废弃物

处理甲烷排放量增加了 ０ ５ 倍ꎮ 污水处理厂也是

甲烷的重要排放源ꎬ在污水处理各个阶段均可检

出甲烷排放ꎮ 欧美发达国家将甲烷和氧化亚氮排

放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的监测指标之

一ꎬ但是在我国污水处理过程中还没有采取温室

气体排放监测、预测和减排手段ꎬ甲烷排放基础数

据研究严重不足[１０]ꎮ
研究表明ꎬ随着煤炭开采量的下降以及加强

煤矿瓦斯的利用ꎬ远期来看ꎬ煤炭开采过程的甲烷

排放会呈下降趋势ꎮ 农业部门动物肠道发酵和水

稻种植的甲烷排放未来将呈持续上升趋势ꎬ２０５０ 年

后将超过煤炭开采排放ꎬ并成为最主要的甲烷排

放增长来源ꎮ 油气逸散和废弃物填埋也是未来促

使甲烷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ꎮ 未来通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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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的措施ꎬ在 ２℃ 情景下ꎬ我
国甲烷排放量可在 ２０３０ 年达峰(约 １２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ꎬ２０５０ 年甲烷排放有望下降到８ 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左右ꎬ比峰值排放量有较大的

降幅[１１] ꎮ
２ ２　 我国的甲烷减排政策与行动

与欧盟相比ꎬ我国对于甲烷排放的实践起步

较晚ꎬ已有措施多从环保、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出发ꎬ国家层面上还缺乏将甲烷作为温室气体

进行统一管理的方案ꎮ 煤炭行业的甲烷管控一直

以安全为导向ꎬ从“十一五”以来已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政策ꎬ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ꎬ提高煤层

气、煤矿瓦斯利用率ꎬ以减少甲烷排放和泄漏ꎮ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进一步

提出要加强对放空天然气和油田伴生气的回收利

用ꎮ 目前我国正在将甲烷减排扩大到气候变化和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ꎬ一些省区市如山西省、陕西省

已经开始积极部署煤炭行业甲烷减排试点方案ꎮ
此外ꎬ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ꎬ生态环境部大力推进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攻坚ꎬ发布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实用手册»«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

查指南(试行)»等手册ꎬ覆盖了油气行业的储

运、加工处理和售卖环节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含甲烷)ꎮ
我国也不断推进能源企业的甲烷排放核算、

报告和减排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出台了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煤炭生产企业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ꎬ推动企业

建立甲烷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度ꎮ 我国油气企业也

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ꎬ开展甲烷减排行动ꎮ 中

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加入了油气行业气

候倡 议 组 织 (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ＯＧＣＩ)ꎬ承诺到 ２０２５ 年将油气供应链上游的甲烷

排放强度降至 ０ ２５％以下ꎬ并制定«甲烷排放管

控行动方案»ꎮ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从 ２０１１ 年就把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之一ꎬ在温室气体减

排、甲烷减排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ꎮ 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绿色发展行动计划»ꎬ
明确了近期、中期和远期 ３ 个阶段的绿色发展目

标ꎮ 此外ꎬ能源企业积极开展甲烷减排技术的研

发ꎬ在油气田伴生气回收利用技术、煤层气逸散气

回收、风排瓦斯蓄热氧化发电技术、套管气回收、
油气甲烷泄漏检测与维修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取得

进步ꎮ 但是总体来看ꎬ我国的甲烷排放核算报告

体系尚不完备ꎬ先进的甲烷排放控制技术仍有待

进一步研发和推广ꎮ
我国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侧重于适应

气候变化ꎮ 尽管缺乏专门的农业温室气体减排政

策ꎬ但已有的农业环境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可持

续发展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农业源温室气

体减排作用ꎮ 农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主要

包括: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目前我国较 ２０２０ 年目

标已提前三年即 ２０１７ 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ꎻ推进畜牧大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ꎻ构
建循环型农业体系ꎬ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ꎻ推进

保护性耕作和草地生态保护ꎬ提高农田草地土壤

碳汇等ꎮ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全国 ３００ 个示范县化肥使

用量提前实现负增长ꎬ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７０％ꎬ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达到 ６３％ꎬ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３％[１２]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９ 年畜禽粪便并网沼气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７５ 万千瓦ꎬ年发电量为 ３３ 亿千瓦时ꎮ
在废弃物管理领域ꎬ我国的政策多从环保、资

源利用的角度出发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１)针
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项目颁布了一系列

政策、技术规范和污染控制标准ꎮ (２)推进工业

垃圾、建筑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废弃物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ꎬ开展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

厂甲烷收集利用及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处理工

作ꎮ (３)鼓励垃圾分类和生活用品的回收再利

用ꎬ２０１８ 年以来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

面逐步启动ꎬ目前全国 ４６ 个重点城市已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系统ꎬ垃圾回收利用率不断提

高ꎮ (４)启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ꎮ
(５)启动“无废城市”试点建设ꎬ鼓励首批 １６ 个试

点城市和地区探索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的城市发展模式ꎮ 法律层面上ꎬ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ꎬ并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已经成为未来固体废物

处置的重要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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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欧盟甲烷减排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战略»中提出的就甲烷排放制定国际监测、
报告和核查标准的措施ꎬ总体上与«巴黎协定»下
关于透明度原则的要求是一致的ꎮ ２０２０ 年后中

国将承担透明度双年报告的义务ꎬ需要采用 ＩＰＣＣ
制定的«２００６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方法学

以及后续更新的方法学ꎬ编制连续年份的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ꎬ统一接受国际专家组审评和促进性

多边审议ꎮ 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完善温室气体核算

的方法学ꎬ建立 ＭＲＶ 体系ꎬ逐步开展和推进包含

甲烷在内的全温室气体减排ꎮ 此外ꎬ就甲烷减排

加强国际合作ꎬ将有助于我国推进甲烷减排和开

展能力建设ꎬ打造气候变化领域外交优势ꎬ外树形

象、内促发展ꎮ 因此建议有步骤地做好甲烷减排

战略部署ꎬ逐步完善甲烷减排的政策、标准和制

度ꎮ 建议我国做好以下方面的准备:
(１)针对甲烷减排ꎬ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战

略部署ꎬ制定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和行动计划ꎮ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研究制定“中国控制甲烷排

放行动方案”ꎬ提出我国五年甲烷减排目标及重

点领域行动计划ꎮ 建议将中远期甲烷减排目标纳

入«巴黎协定»下我国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和长

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ꎬ制定国内落实方案

和措施ꎬ并将其纳入国家整体战略ꎮ
(２)借鉴欧盟促进甲烷减排的法规、政策、标

准、技术目录、最佳实践等ꎬ加强甲烷排放统计、监
测与管理ꎬ完善能源行业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制

度ꎬ逐步完善我国甲烷减排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ꎮ
(３)以能源行业为重点ꎬ推进甲烷减排ꎮ 近

期以自愿减排行动为主ꎬ鼓励能源企业开展甲烷

排放测量专项行动ꎬ推广行业先进减排技术与

经验ꎮ 鼓励能源企业加入油气甲烷合作伙伴关

系(ＯＧＭＰ)ꎬ提高甲烷减排能力ꎬ学习先进技术ꎬ
熟悉国际规则ꎮ

(４)加强对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学的研究ꎬ编制农业领域最佳减排实践、精细化管

理经验和减排技术清单ꎬ推广甲烷减排技术ꎮ
(５)加强甲烷减排科学研究ꎬ加强关于甲烷

排放的方法学、检测技术、减排技术、农业排放源

精细管理的研究ꎬ以及整装成套技术设备的国产

化示范、应用和推广ꎮ 减排技术上ꎬ重点加强煤矿

低浓度瓦斯气体回收利用、油气行业甲烷泄漏检

测与维修(ＬＤＡＲꎬＬｅａｋ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垃圾焚烧装置以及烟气处

理等方面的技术研发ꎮ
(５)研究探索在国家碳市场交易体系中纳入

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以及大型煤炭企业和油气

企业的时机和方案ꎮ
(６)加强与欧盟在甲烷监测和减排方面的技

术合作ꎬ积极学习和借鉴欧盟在排放监管、制度设

计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好的经验和适用做法ꎬ引进

和学习行业先进技术和最佳实践ꎮ

４　 结语与展望

我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提出“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

之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愿景ꎬ下一阶段我国温

室气体减排将会从能源相关二氧化碳减排为主扩

展到全部温室气体减排ꎮ 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相

关经验ꎬ针对甲烷减排做好战略部署ꎬ尽快制定近

期、中期、远期目标和行动计划ꎻ逐步完善我国甲

烷减排相关政策和制度环境ꎻ编制甲烷减排最佳

减排实践和技术清单ꎬ推广甲烷减排技术ꎻ加强甲

烷减排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ꎻ研究和探索在国家

碳市场交易体系中纳入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及

大型能源企业的时机和方案ꎻ鼓励大型能源企业

加入油气甲烷合作伙伴关系ꎬ提高甲烷减排能力ꎻ
加强与欧盟在甲烷核算、监测、减排方面的广泛合

作ꎬ打造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ꎮ

参考文献:

[１]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ꎬＡｌｌｅｎ Ｍꎬ

Ｂａｂｉｋｅｒ Ｍꎬｅｔ 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１ ５℃ . Ａｎ ＩＰＣ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Ｍ] / /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１ ５℃ .Ａｎ ＩＰＣ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ｍｉｎｇ ｏｆ １ ５℃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２０１８.

[２]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ＭＯ).ＷＭ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２０２０[Ｒ].Ｇｅｎｅｖａ:

ＷＭＯꎬ２０２０.

[３]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２４



董文娟等:欧盟甲烷减排战略对我国碳中和的启示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４.

[４] 　 谢飞ꎬ田文寿ꎬ李建平ꎬ等.未来甲烷排放增加对平流层水汽

和全球臭氧的影响[Ｊ] .气象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７１(０３):１－５.

[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ｎ ａｎ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１０－２８)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ｑｉｄ ＝ １６０３１２２０７７６３０＆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５２０２０ＤＣ０６６３.

[６] 　 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

告[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２].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ｙｄｑｈｂｈ / ｗｓｑｔｋｚ / ２０１９０７/ Ｐ０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７６５９７１８６６５７１.ｐｄｆ.

[７] 　 ＳＡＵＮＯＩＳ ＭꎬＳＴＡＶＥＲＴ Ａ ＲꎬＰＯＵＬＴＥＲ Ｂ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２０ꎬ１２(３):１５６１－１６２３.

[８]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ꎬＳＡＵＮＯＩＳ ＭꎬＢＯＵＳＱＵＥＴ Ｐ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ｉｓ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ꎬ１５(０７):０７１００２(７ｐｐ).

[９] 　 刘见中ꎬ孙海涛ꎬ雷毅ꎬ等.煤矿区煤层气开发利用新技术现

状及发展趋势[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０１):２５８－２６７.

[１０] 鲍志远.典型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及减排

策略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ꎬ２０１９.

[１１] 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研究»综合报告[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ꎬ２０２０ꎬ３０(１１):

１－２５.

[１２] 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２７)[２０２０－１２－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ｄｔ / ｈｊ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１１ / Ｗ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７５３１８８９２０８８４２.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２０６０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ＤＯＮＧ Ｗｅｎｊｕａｎ１ꎬＳＵＮ Ｓｈｕｏ２ꎬＬＩ Ｔｉａｎｘｉａｏ２ꎬＹＡＮＧ Ｘｉｕ１ꎬＬＩ Ｚｈｅｎｇ∗１ꎬ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Ｕ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ꎬｔｈｅ ＥＵ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ａｎ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ａｒ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ｅｔｒｉｃｓꎬ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Ｕ ｗｉｌ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ｔｈｅ ＥＵ ｗｉｌｌ ｓｅｅｋ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ｍａｊ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ｓ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ꎬ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ａｎｄ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ｓｕｐｅ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ꎬｅｔｃ.Ａｆ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２０６０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ｎｅａｒꎬ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ｇａ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Ｕ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ꎻｅｎｅｒｇｙꎻ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ꎻ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