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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以变暖为主的全球气候变化早已成为既定

事实，全球气候变暖给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发展均带

来了较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全世界

都面临的重要挑战，特别是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变暖的

问题，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政策协同

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对于实现

碳达峰目标以及碳中和愿景有重要意义，所以探索和提

出有效的协同政策十分关键。

一、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关系分析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具有明显的协同性关

系。从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情况来看，化石能源的燃烧

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同时其燃烧所产生的颗粒物更

是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构成，而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大气污

染物排放之间本就具有同根同源的特征。化石燃料在燃

烧期间会产生固体废物以及余热污染，环境基础设施在

建设以及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安排放温室气体与污染物，

污水处理系统在运行期间也会促进温室气体的排放。我

国大约 70% 的碳排放与钢铁、建材、化工、石化以及煤

炭等行业紧密相关 [1]。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性的关系主要体

现在借助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态系统

自身本就为吸收二氧化碳、污染物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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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所以，吸碳与减污之间在提高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上有明显的协同效应，而森林、草原、湿地等

生态系统，除了可以吸收固定碳，还能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

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的背景气候变化与生

态环境的协同政策

（一）建立健全行政规制政策

首先，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碳责任考核制

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考核是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考核工作对于应该气候变化以及生

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当前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不断的促进责任考核制度的融合，并建立统一

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碳责任的考核目标责任制，对考核

目标责任制进行完善和优化，积极探索可以实现双控的

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其次，完善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排放监管激励

政策。强化和提升监管考验治理的能力，保证在监管工

作中明确落实责任制，对工作方式进行科学的调整，为

应该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新的动力。所以加强

激励政策的应用是十分关键的，比如说积极落实财政激

励政策、荣誉激励政策等，促进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

控的协同发展，对节能低碳监管以及激励政策进行创新

和完善，积极出台利好政策，鼓励广大的畜禽养殖业加

强废弃污染的综合利用。

最后，积极实施和推进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修复协

同政策。借助生态保护修复，可以提高容量空间，还能

有效的提升降碳、吸碳以及固碳的能力。从自然解决法

入手，调整理念和方式，加快政策转型，并不断的加强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管护与建设，来不断的将风险管控

范围不断拓展到气候变化风险上。

（二）加强市场经济政策的创新

第一，强化结构调整的经济政策激励力度。发挥出

财政、税收、补贴等政策的优势，综合利用这些政策，

结合各个领域发展和需求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的谋划。

综合使用财政、税收以及补贴等政策，大力鼓励发展绿

色经济，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为新能源货车财税

提供支持，并不断的改善新能源货车补贴标准，来不断

的完善交通结构调整 [2]。

第二，做好市场经济政策的创新和应用。不断的完

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碳交易的顺利进行提供重

要保证。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的对可监测、可

报告、可核证机制，不断的将碳市场拓展到其它的领域。

鼓励和引导地方政策、社会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建立市

场化的碳基金，并不断的将碳税纳融入到环境保护税水

肿的范围中。此外还需要不断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来

提升碳汇能力以及质量。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动员政策机制

建立绿色低碳消费机制，将其与碳中和目标进行充

分的结合。积极实施和推广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准则，建

立完善的绿色低碳标识认证，同时还需要强化绿色低碳

标准与标识第三方认证的监管。实施公众参与的绿色积

分激励制度，并将碳作为供应链中的重要要素，不断的

推进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低碳化发展。

构建科学的公众参与以及监管制度。对鼓励公众参

与的体制机制进行完善和改进，健全 12369 环境投诉举

报平台，发挥出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并推行低碳行为

监督指南，来不断的提升监督低碳行为的有效性。除此

之外，还可以建立信息公开奖惩制度，让各大行为主体

自觉的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四）夯实协同政策实施保障

1. 加强协同政策实施的法治保障

首先，需要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制建设。为制定

适应气候变化制定相关条例，加快应该环境变化的立法

进程，构建完善的多领域交叉的法律法规网络，不断的

形成生态协同效应；其次，对碳市场法律制度保障体系

进行规范和完善，低已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法规的

法律层级进行提升，积极出台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将

碳排放量纳入到应该气候变化的法制体系中；最后，加

强相关标准体系统的统筹和融合。做好气候政策与生态

环境政策标准体系的统筹设计，促进排放、监测与管理

等领域的统筹融合，并不断的加强温室气体、污染物以

及生态保护协同管理标准的深入研究。

2. 夯实协同政策实施的能力支撑

第一，建立完善协同政策实施的监管与评估机制。

结合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特点，打造合理的温室气体监测

网络，并将其融入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中；同时还需要

做好重点排放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完善的协同政策

定期评估机制，并建立协同政策实施与效果反馈的完整

政策闭环；第二，建立健全协同政策实施的协调与信息

共享机制。做好跨区域协同治理机构、机制建设，加快

政策信息的整合，并积极开发和实施网络信息共享平台；

第三，建立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并对市场融资手段的

创新加强研究力度，鼓励积极开展统筹考虑应对气候变

化的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协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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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运营的支持，以便为生态环境的防治以及气候

变化的应对提供资金保障 [3]。

3. 加强试点示范融合和技术创新

积极促进试点示范的融合与创新，大力开展大气污

染物以及温室气体协同控制试点示范工作，加强技术的

创新，发布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并推动和探索规

模化、全链条的二氧化碳捕捉、封存示范工程的建设，

正式将创新性低碳和负排放技术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

战略之中。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积极实施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

政策是不断促进碳达峰目标以及碳中和愿景实现的关键，

为此，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积极探索和应用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同时更好的助力美

丽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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