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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碳排放上限和达峰年份纳入“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管控体系，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举措。 本文提出“三线一单”碳排放管控的技术方法，包括现状排放分

析、管控目标确定、重点管控区和管控要求 ４ 方面内容，并将其应用于三亚市，研究构建了基准情景和 ２０２５ 年达峰情景

下三亚市碳排放变化趋势预测模型，结合模型模拟结果，识别了碳排放关键领域并划定了碳排放重点管控区。 研究结果

显示，为率先实现 ２０２５ 年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三亚市仍需采取更强有力的管控措施，重点降低公共建筑和交通两大碳源

的排放，并加快构建和完善以水力发电、太阳能光伏、生活垃圾焚烧、生物柴油、液化天然气（ＬＮＧ，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清洁能源结构体系，大力推行节能低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关键词】“三线一单”；碳达峰；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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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随后，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被纳入“十四五”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

见》 ［１］明确提出，“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纳入

‘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通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推动区

域、行业和企业落实煤炭消费削减替代、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等政策要求，推动将气候变化影响

纳入环境影响评价”。 同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进入减污

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
“三线一单”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

管理、强化国土空间环境管控、推进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将碳排放上限纳入“三
线一单”管控体系，统筹碳达峰与污染防治，提
出碳排放管控目标，划定重点管控区域，明确重

点区域和领域碳排放管控要求，有助于引导区

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对我国生态环境管

理体系的补充完善，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有效举措。
三亚市是海南省“三线一单”编制试点市

县之一，目前已完成相关编制工作，同时也是第

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之一。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三

亚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三亚市“十三五”国家低

碳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三亚市持续

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于 ２０２５ 年实现碳排放达峰

的目标。 三亚市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将是海

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取得的又一项积极

进展，也是碳中和愿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研究旨在探索“三线一

单”碳排放管控的技术方法，将其应用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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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确定其碳达峰年份和其他碳排放上限目

标，并建立碳排放分区管控体系，为三亚市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同时也为其他地市“三线

一单”碳排放管控提供实践经验。

１　 “三线一单”碳排放管控主要任务和技

术路线

　 　 参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限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技术指

南（试行）》（环办环评〔２０１７〕９９ 号） ［２］，结合碳

排放管控工作特点，提出“三线一单”碳排放管

控的主要任务，包括现状排放分析、管控目标确

定、重点管控区和管控要求 ４ 方面内容。
（１）明确核算边界，分析碳排放现状。 核

算边界涵盖管辖地理范围内所有碳排放源，地
理范围包括城市建成区、非建成区和农村地区，
排放源包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
弃物处理、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方面。 根据

经济社会活动水平数据，参照《省级温室气体

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３］ 的技术方法，合理选

择排放因子和模型，核算区域现状碳排放情况，
分析碳排放总量与构成、行业分布状况、重点排

放源和排放水平，识别碳排放的重点区域和关

键领域。
（２）确定碳排放管控目标，进行碳排放预

测分析。 衔接国家、省、市级碳减排相关战略、
政策与法规、低碳发展规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工作方案等对于碳排放总量、强度和达峰年份

等的要求，统筹环境质量底线和能源利用上限

研究，确定将碳排放上限和达峰年份作为管控

目标。 基于碳排放清单，按照目前的政策措施

和技术发展趋势，分析编制期限内能源活动、工
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部门的活动水平变化，合理选择排放因

子，利用模型测算区域的碳排放变化趋势。
（３）识别重点区域，划定碳排放重点管控

区。 综合考虑碳排放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识
别碳排放总量高或强度大的区域，如产业园区、
中心城区、火力发电厂、污水处理厂、固体废弃

物处理场、规模化养殖场等，将其划为碳排放重

点管控区。
（４）分析目标可达性，明确碳排放管控要

求。 若碳排放预测结果与管控目标之间存在差

距，则依据碳减排潜力分析，在现有政策措施基

础上加大技术提升和管控强度，进一步降低关

键领域的活动水平，构建强化情景，使碳排放总

量、强度和达峰年份达到管控目标的设定值。
针对强化情景，提出重点管控区和关键领域的

碳排放管控要求。
“三线一单”碳排放管控技术路线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三线一单”碳排放管控技术路线

２　 三亚市碳排放管控研究

２. １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三亚市长期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

辅，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增 加 了

１３. ２％，第二产业占比长期维持在 ２０％左右，近
几年有所下降，２０２０ 年降至 １６. ３％。 旅游业是

三亚市的支柱产业，旅游收入持续增加，２０２０ 年

旅游总收入为 ４２４. ７ 亿元，是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７ 倍

左右。 三亚市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同比增长率

为 ２. ７％左右，城镇化率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７８. ０％。
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的用能结构以电力为主，其

占比为 ６３. １％，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５９. ４％。 油品和

天然气消费分别占比 ２９. １％和 ７. ７％，原煤在

２０１５ 年实现零使用。 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的公共建

筑和交通运输能耗占总量的比例为 ６７. ９％，为能

耗最大的两个部门，而电力热力生产部门的能耗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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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总量的 ２. ２％。 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的电力消费

总量为 ３５. ５ 亿千瓦时，其中公共建筑的电力消

费量最大，占比约为 ４６. ４％，居民生活的电力消

费量其次，交通的电耗最小，仅为 １. １ 亿千瓦时。
２. ２　 碳排放现状分析

根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的《三亚市温室气体清

单报告》 ［４］，三亚市的碳排放总量自 ２０１０ 年起

呈现上升趋势，如图 ２ 所示。 能源活动是三亚

市最大的碳源，排放量占 ２０１６ 年碳排放总量的

７０. ０％；能源活动的碳排放自 ２０１０ 年出现大幅

下降后，以年均 ０. ６％的速率反弹增长。 能源活

动中，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最大，２０１６ 年占

比达 ６４. １％。 废弃物处理是三亚市的第二大碳

源，排放量持续增长，２０１６ 年占排放总量的

２１. ６％。 三亚市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在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零，农业活动的碳排放也得到了

有效控制。 森林的碳汇作用明显，２０１６ 年吸收

１０. ９ 万 ｔＣＯ２ｅ（吨二氧化碳当量），碳吸收量自

２００５ 年以年均 ４. ２％的速率增长。

图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碳排放现状

２. ３　 碳排放管控目标

《三 亚 市 低 碳 城 市 发 展 规 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要求，２０２０ 年，三亚市碳排放总量控

制在 ３７４. ３ 万 ｔＣＯ２ｅ；《三亚市“十三五”国家低

碳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要求，２０２０ 年，三亚

市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５％
以上，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全市碳排放总量达到

峰值。 因此，提出三亚市的碳排放管控目标为：
２０２０ 年排放总量不超过 ３７４. ３ 万 ｔＣＯ２ｅ，排放

强度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５％以上，２０２５ 年碳排放

总量达到峰值。

２. ４　 碳排放情景预测

２. ４. １　 数据来源与技术方法

参照《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

行）》的技术方法，确定如下碳排放核算模型的

基本形式：

温室气体排放量 ＝ ∑（活动水平 ｉ × 排放因子 ｉ）

　 　 其中，活动水平为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

程、农业、废弃物处理、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

几个部门各自的活动量，例如化石燃料使用量、
工业产品生产量、农作物种植量、森林蓄积量等

碳源或碳汇活动，其活动水平数据主要来自当

地统计部门和各行业掌握的相关信息。 排放因

子为各类活动的碳排放强度，一般可以采用国

家或省市的推荐值，本模型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的

《三亚市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中选用的因子相

一致。
本模型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温室气体清单报告》、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三亚市地区能源平衡表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三亚市统计年鉴等。 将三亚市 ２０１６ 年各部门

的活动水平代入模型，能够完整地还原当年三

亚市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结构，与清单相比还

原度≥９９. ５％。
碳排放预测分析的关键是判定编制期限内

各部门的活动水平变化，判定依据主要为相关

政策文件，包括国家、省、市级能源利用与碳减

排相关的战略、政策与法规、低碳发展规划、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 本模型中的主要

参数如表 １ 所示，设定参数于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５ 年

和 ２０３５ 年分别达到规划值或预测值，参考文件

包括《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海南省

“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０ 年）》 《三
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三亚市“十三五”国家低

碳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三亚市“十三五”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三亚市能源中

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等。

·９３·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表 １　 碳排放预测分析主要模型参数

部门 参数

经济社会 地区生产总值 ／ 万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比 ／ ％、常住人口数量 ／ 万人

能源活动 机动车保有量 ／ 辆、机动车清洁能源化比

例 ／ ％、三 次 产 业 单 位 ＧＤＰ 能 耗 降 低

率 ／ ％、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生物质能、
垃圾焚烧和填埋场沼气、太阳能、风能等形

式）发电的装机容量 ／ 兆瓦等

农业 化肥使用量 ／ 吨、规模化养殖场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 ／ ％等

废弃物处理 生活垃圾填埋场沼气消耗量 ／ 万立方米、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量 ／ 万吨等

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

活立木（乔木林、散生木、四旁树、疏林）蓄
积量年生长率 ／ ％、消耗率 ／ ％等

按照目前的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趋势，预
测三亚市未来的碳排放量变化，设定为基准情

景。 若基准情景下的碳排放量与管控目标之间

存在差距，将分析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并对相关

参数进行调整，形成符合管控目标的强化情

景［５］。 根据强化情景，进一步识别管控区域、并
形成分区管控要求。
２. ４. ２　 基准情景下变化趋势

在基准情景下模拟的三亚市碳排放量变化

如图 ３ 所示，碳排放自 ２０１６ 年起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３０年出现峰值，碳排放峰值为 ２９３. ６ 万 ｔＣＯ２ｅ，
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较 ２０１５ 年降低 ５３. ６％。 基准

情景没有达到三亚市碳排放总量 ２０２５ 年达峰

的目标，应该对相关管控措施进行调整或强化，
以降低关键部门的活动水平，使得达峰年份不

超过管控目标的设定值。

图 ３　 基准情景下三亚市碳排放变化趋势

２. ４. ３　 碳排放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三亚市的电力热力生产部门（包括天然气

生产、电力生产和工业生物质发电等）２０３５ 年的

碳排放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４３. ５ 万 ｔＣＯ２ｅ，如图 ４ 所

示，涨幅最大，达 ３７６. ８％。 公共建筑 ２０３５ 年的

碳排放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３２. ８ 万 ｔＣＯ２ｅ，涨幅达

８４. ８％，原因是第三产业（旅游业）等迅速发展使

能耗大幅增加。 交通运输部门 ２０３５ 年的碳排放

较 ２０１６年增加 １６. ２ 万 ｔＣＯ２ｅ，涨幅达 １６. ０％。 其

他社会部门的碳排放量基数较小或变化不显著。

图 ４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年三亚市主要部门碳排放量变化

从能耗的角度看，如图 ５ 所示，三亚市

２０３５ 年公共建筑和交通运输的能耗占全社会

总量的 ６６. ４％，公共建筑和交通运输成为能耗

最大的两个部门，占比与 ２０１６ 年的值相近。
２０３５ 年电力热力生产部门的能耗占全社会总

量的 １６. １％，而 ２０１６ 年该占比仅为 ２. ２％，这从

侧面反映出三亚市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等能源

资源需求的激增。

图 ５　 ２０３５ 年三亚市主要社会部门能耗占比情况

以上分析表明，三亚市的主要碳源为公共

建筑和交通运输，以及电力热力生产部门。 因

此从交通油耗、交通电耗、电力消费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 ４ 个方面调整模型参数，构建 ２０２５ 达峰

情景下碳排放预测模型。 达峰情景中的参数设

定较基准情景有如下考虑：
（１）交通油耗：２０２５ 年之后，燃油车的单耗

进一步降低，并引入生物柴油、ＬＮＧ（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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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等清洁能源替代传统

柴油；
（２）交通电耗：电动汽车的单位载质量电

能消耗量进一步降低；
（３）电力消费：经济活动的电力消费弹性

系数进一步降低，且居民生活的电力消费效率

提升；
（４）可再生能源发电：２０３５ 年，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装机容量较 ２０２５ 年翻倍增长。
２. ４. ４　 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下变化趋势

在 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下模拟的三亚市碳排放

量变化如图 ６ 所示，碳排放的上升趋势较基准

情景放缓， ２０２５ 年出现峰 值，碳 排 放 量 为

２５１. ３ 万 ｔＣＯ２ｅ，之后碳排放量连续 ５ 年及以上

持续降低。 通过能源利用和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措施，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下能够实现三亚市碳排放

总量、强度和达峰年份的管控目标，大气环境质

量也达到目标要求。

图 ６　 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下三亚市碳排放变化趋势

基于 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下预测模型计算，三亚

市 ２０２０ 年的碳排放上限为 ２３７. ３ 万 ｔＣＯ２ｅ、单
位 ＧＤＰ 碳排放量较 ２０１５ 年降低 ３３. ０％；２０２５ 年

的碳排放上限为 ２５１. ３ 万 ｔＣＯ２ｅ、单位 ＧＤＰ 碳

排放量较 ２０１５ 年降低 ５０. ４％；２０３５ 年的碳排

放上限为 ２１８. ３ 万 ｔＣＯ２ｅ、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量

较 ２０１５ 年降低 ６３. ５％。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 年的碳排

放上限目标后续将与三亚市未来的发展规划相

衔接。
２. ５　 碳排放管控分区

综合考虑碳排放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三
亚市的主要碳源为公共建筑和交通，因此划定

其市辖区建成区的全部范围为碳排放重点管控

区（表 １），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求，碳排放重

点管控区占全市总面积的 １７. ３％。
表 ２　 三亚市碳排放重点管控区

碳排放重点管控区 管控面积 ／ ｋｍ２

中心城区 １６０. ００
崖州区　 ６２. １３
海堂区　 １１０. ９２
总计　 　 ３３３. ０５

２. ６　 碳排放管控要求

针对所识别的三亚市碳排放关键领域和重

点管控区，在现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补充碳排

放管控要求，进一步降低公共建筑和交通的能

耗水平，并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公众参与，形成

由基准情景向 ２０２５ 达峰情景过渡的路径措施，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三亚市碳排放管控要求

部门 管控目标 达峰路径

公共建筑 ２０３５ 年年均能耗增速降低至

３. ０％
１．全面推行既有公共建筑（尤其是酒店和办公建筑）的节能改造，并推出相应的补贴政策

２．要求既有公共建筑定期开展能源审计并上报结果，电器设备（尤其是空调机组）和照明

系统的使用达到《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中的技术要求

交通运输 ２０３５ 年年均能耗增速降低至

２. ３％，电力、ＬＮＧ 等清洁能源

消费占比不低于 ６５. ２％

３．机动车保有量 ２０２５ 年控制在 ３２ 万辆、２０３５ 年控制在 ３７ 万辆

４．提高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标准：微型客车、小型客车的载质量电能消耗量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０. １５Ｗｈ ／ ｋｍ·ｋｇ、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０. １０Ｗｈ ／ ｋｍ·ｋｇ，中型客车、大型客车的单位载质量电能消耗

量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０. ２５Ｗｈ ／ ｋｍ·ｋｇ、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０. ２０Ｗｈ ／ ｋｍ·ｋｇ
５．积极开展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研发工作，２０３５ 年生物液体燃料在物流行业的应用比率不

低于 ２０％
６．内河近海船舶 ２０３５ 年前全部由 ＬＮＧ 替代柴油

７．强化交通需求管理，通过机动车限行、调控停车供给等措施，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

能源结构 ２０３５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的比例达到 ６２. ５％
８．２０３０ 年光伏、风电、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１１０ 万千瓦，规模化发展

可再生能源，集中式和分布式应用并举

公众参与 降低人均资源能源使用量 ９．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普及低碳理念，倡导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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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建筑领域，研究显示，通过加设隔热

层、墙体绿化、外窗遮阳等改造技术，三亚市可

实现 酒 店、 办 公 楼 等 既 有 建 筑 节 能 超 过

２０. ０％［６］。 此外，调查显示，三亚市公共建筑空

调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超过 ７５％，没有达到节

能标准［６］，因此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电器设备

性能（尤其是空调机组）达到《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８９—２０１５》 ［７］要求是三亚市公共

建筑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
在交通运输领域，除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外，

运输装备的清洁化也是降低能耗和碳排放的关

键。 在《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等文

件的基础上，应定期提高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标

准［８］，持续引导三亚市全域汽车更清洁高效。
对于燃用柴油的大型货车和内河近海船舶，应
积极采用生物柴油、燃料乙醇、ＬＮＧ 等替代燃

料，并于 ２０３５ 年前实现一定的应用比例。 采取

合理的机动车限行、停车供给调控等措施，可有

效降低交通需求，也是三亚市降低交通碳排放

的重要措施［９］。
在能源供给侧，应充分利用三亚市的资源

优势，除水力发电外，规模化发展光伏、风电、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中远期总装机

容量超过 １１０ 万千瓦，使全市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的比例到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６２. ５％。 此外，应
加大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力度，发挥企业、社会

组织和公众的作用，推动形成节能低碳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１０］。

３　 结语

“三线一单”碳排放管控是现行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的重要补充，以温室气体和多污

染物协同减排为导向，通过建立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等碳排放上限目标，划定碳排放重点管控

区，明确相应管控要求，完善减污降碳协同准入

清单，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升，加速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
在“三线一单”管理中，将减污降碳协同准

入要求纳入各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指导规划

环评和项目环评，优化产业准入和重大项目选

址，从决策阶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在具体落

地应用中，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外，还涉及发展

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强化技术支撑和保障，以提

升碳排放管控的实效。
不同区域的自身定位、资源禀赋、经济基

础、社会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况不同，应在充分分

析其碳排放特征和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合理提

出碳排放管控重点和关键措施。 此外，ＣＨ４ 和

Ｎ２Ｏ 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增温潜势远大于

ＣＯ２，化石燃料开采、农业和废弃物处理是主要

的排放源，不可忽视这些部门的活动对区域碳

排放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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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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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３６ 页）
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其中一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其中一条，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中的其中一项，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中的其

中一战，美丽中国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的其中一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之实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污

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了绿色底色和质量成

色，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百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篇章。

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环境保护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全球生态环境挑战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我国光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

家之一；在全球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新增绿化面积中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是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

我国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所确定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 １７％的目标要求，提前

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如期实现 ２０２０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１５％的承

诺，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４０％ ～４５％的目标，创造了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功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

（下转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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