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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原则。
	——总体部署、分类施策。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
	——双轮驱动、两手发力。
	——稳妥有序、安全降碳。


	二、主要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1．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
	2．大力发展新能源。
	3．因地制宜开发水电。
	4．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5．合理调控油气消费。
	6．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二）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1．全面提升节能管理能力。
	2．实施节能降碳重点工程。
	3．推进重点用能设备节能增效。
	4．加强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

	（三）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1．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推动钢铁行业碳达峰。
	3．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
	4．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
	5．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
	6．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四）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1．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
	2．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3．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4．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

	（五）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1．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
	2．构建绿色高效交通运输体系。
	3．加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六）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1．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
	2．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3．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4．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七）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1．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2．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
	3．强化应用基础研究。
	4．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八）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1．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
	2．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3．加强生态系统碳汇基础支撑。
	4．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九）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1．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2．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4．强化领导干部培训。

	（十）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1．科学合理确定有序达峰目标。
	2．因地制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上下联动制定地方达峰方案。
	4．组织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


	四、国际合作
	（一）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二）开展绿色经贸、技术与金融合作。
	（三）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五、政策保障
	（一）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二）健全法律法规标准。
	（三）完善经济政策。
	（四）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二）强化责任落实。
	（三）严格监督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