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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风向标。“十四五”期间，全

国 1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 8 个特殊地区扎实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计划建设 3700 余项工程项目，投资超过 1 万亿元。

城市烟火气，一边是热辣滚烫的生产生活，另一边则是

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的废物垃圾，这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避免

的。全球不少城市都面临垃圾持续增长带来的治理困扰。既

要发展，也要环境，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无废城市”提供了解

决之道。“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通过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

资源化利用。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为“无废城市”建设按下“加

速键”。2018 年，《“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审议通过。

今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到 2035 年实现

“无废城市”建设全覆盖。目前，各地不断健全“无废城市”建

设的制度体系，已经完成了 400 余项制度的修订。

从实践来看，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有助于智慧城市技

术的应用推广，加快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城市

的颜值，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比如，江苏扬州从“无废工厂”

抓起，破解“工业固废”难题，让城市更美更绿；上海打通了产

业链，猪粪变生物天然气、厨余垃圾变绿色生态肥、废弃塑料

变服装面料……一批多元“无废”场景让人看到“无废城市”

建设的巨大想象空间。

好的经验做法要复制推广，让“无废”清风吹向更多地

方。“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美丽而艰巨的工作，涉及主体众

多、实施过程复杂，仍面临一些挑战。应当看到，我国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固废资源化、无害化技术水平

仍然较低，废弃物“变废为宝”之路还不顺畅；有的地方随意

倾倒建筑垃圾，本该是沃土良田，却被建筑垃圾“霸占”；还有

些人对利用废弃物再生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存在一定偏见。

说到底，与其他环境污染问题一样，固体废物问题的本

质也是发展方式、生活方式问题。那么，建设“无废城市”就要

从起点入手，强化顶层设计引领，做好规划布局，建立责任清

单，从源头减量。例如，城市作为中心节点，每天都有大量的

商品物资流入、垃圾废物流出，日夜不停。如果能够在物流源

头做到合理地减量，比如减少商品的过度包装，则可以大幅

减少需要处理的垃圾。同时，“无废城市”建设离不开企业的

积极作为，要鼓励企业应用模块化、集成化的绿色设计技术，

开发寿命长、易回收的绿色产品。

除了源头减量外，循环利用也是减少固体废物的有效手

段。固体废物是污染物，也是资源。每天产生的城市废物中，

有很多是可回收利用的资源材料，比如建筑废物中的废旧金

属等。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值规

模将达 7 万亿元至 8 万亿元。发展循环经济，大有可为。为

此，要进一步完善固体废物防治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鼓励

企业积极探索废弃物循环利用新途径，推动建设产业链循环

经济体系。

如果把城市看作人的身体，那么工厂、社区、公园等就像

是一个个细胞。只有城市治理精细到每一个“细胞”，整体的

“无废城市”建设才会更有实效。愿每个人都能从自我做起，

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让城市变得更美丽宜居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发布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总

结了 2023 年以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的新进展和新成效。近年来，我国应对气

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在推进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中作出贡献。

11 月 11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

塞拜疆巴库拉开帷幕。生态环境部近日发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4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 2023 年以来我

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效，阐

述了我国 COP29 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全面推动国家自主贡献实施并

取得积极成效
今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效实施三十周年。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

变化司司长夏应显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应

对气候变化，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首批缔约方之一，也是最早签署和批

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

中国采取一系列行动，全面推动国家

自主贡献实施并取得积极成效。“我国持

续推动碳强度下降，2023 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7.9%，煤炭消费

占比从 2013 年的 67.4%降至 55.3%；森林

蓄积量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比 2005 年

增加了 65 亿立方米。”夏应显介绍，截至

2024 年 7 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

容量达到 12.06 亿千瓦，是 2020 年底的

2.25 倍，提前 6 年多实现了 2030 年装机

容量目标。

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我们将基于国情，在可持

续发展框架下，按照《巴黎协定》及去年通

过的‘阿联酋共识’，于 2025 年适时向《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通报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夏应显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

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 2021 年 7 月启动上线交易，碳

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接近 5 亿吨，成交额

297 亿元，交易价格稳步上升，市场运行总

体平稳。”夏应显表示，我们将持续夯实数

据质量，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

为，积极推动将钢铁、水泥、铝冶炼 3 个行

业纳入碳市场。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

动已近一年时间。夏应显介绍，生态环境

部首批发布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

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等 4 项自愿

减排项目方法学，并组织编制煤矿瓦斯利

用和隧道照明节能方法学，支持甲烷利

用、交通节能等领域发展，进一步扩大市

场支持领域。“截至 2024 年 10 月，已经公

示减排项目 44 个，按目前已经公示的项

目计算，预计每年可产生核证自愿减排量

1137 万余吨。”夏应显说。

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

估，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

《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

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夏应显介绍，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实

施《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

南》国家标准，作为我国产品碳足迹核算

“母标准”，来指导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标

准编制，还将组织相关单位编制电力等基

础能源和动力电池、光伏等重点外贸产品

的碳足迹核算标准并尽快发布。

“结合相关工作需要，生态环境部发

布 2021 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同时从煤电油气等基础能源和交通运

输等领域的通用因子着手，加快推进产品

碳足迹因子的研究工作。配合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的认证试点，鼓励

地方先行先试。”夏应显介绍。

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年度报

告》显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
实施良好。夏应显介绍，各部门、各地方积

极采取行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印发实

施本地区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范

围内遴选 39 个城市作为深化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试点，积极探索气候适应型城市

的建设路径和模式，同时，积极推动气候

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黄河流域、青

藏高原等重点区域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持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
《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引

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持续通过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

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提供支持。夏应显介绍，截至目前，中

国已与 42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 53 份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合作建

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举

办交流研讨班这些方式，帮助提升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将继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发挥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早期

预警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物资援助、技术

援助、交流研讨、联合研究等方式，开展务

实合作项目。”夏应显说。

气候资金作为气候国际进程中的焦

点、热点与难点，是多边进程取得进展的

关键。各方将于 COP29 上完成制定全球

2025 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

夏应显表示，中方主张，一是坚持《巴

黎协定》的原则、规定和授权，确保不重新

谈判或改写《巴黎协定》相关规定。发达国

家应履行出资义务并继续带头调动资金，

鼓励其他国家自愿参与。二是发达国家

2025 年以前要切实兑现已经承诺的相关

资金支持目标。三是明确资金来源必须以

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为主，通过公共资金向

国际社会传递积极稳定的政策信号，进一

步撬动和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融资和私营

部门的投资。

《年度报告》阐明了中国关于 COP29
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中方愿与各方加强交

流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助力《巴

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构建公平合

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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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废”清风
吹向更多地方

姻 董越

zhuanjiazhishengK 专家之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

方大会（COP16）近日在哥伦比亚城市卡利举

行。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受

到气候变化、物种入侵、过度开发等多重因素

影响，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亟须

形成合力，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昆蒙框架”）目标达成。中国在政

策制定、资源调动和技术赋能等方面积极作

为，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新机遇。

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COP16 是 COP15 达成“昆蒙框架”后举

行的首次缔约方大会，主题为“与自然和平相

处”。来自 190 多个政府的上万名代表齐聚卡

利，探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和前景，审

查“昆蒙框架”执行情况，推动“昆蒙框架”内

资源调配。

从大会前后多家机构发布的报告看，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旧严峻。世界自然

基金会 10 月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地

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惊人。根据该基金会

编制的“地球生命指数”，自 1970 年至2020
年，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缩减了

73%。栖息地退化和丧失、过度开发和物种入

侵是主要影响因素。

迁徙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承担着为植物授

粉、运输关键营养物质和碳储存等作用，是维

持地球生态系统活力的重要媒介。联合国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2 月公布数据

显示，近一半迁徙物种的数量正在下降，超

过 1/5 濒临灭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英厄·安诺生说：“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正

在危及迁徙物种的未来。”

“昆蒙框架”确立了“3030”目标，即到

2030 年保护至少 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

COP16 开幕前，由非营利组织海洋保护研究

所等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3030”目标

提出近两年，仅有 2.8%的海洋被评估为“可

能得到有效保护”，照此进度推算，到 2030年
仅有 9.7%的海洋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多方呼吁共同努力
哥 伦 比 亚 总 统 古 斯 塔 沃·佩 特 罗 在

COP16 开幕式致辞中说，人类发展正对生物

多样性构成威胁，在从经济和科学角度出发

研判这种矛盾的同时，还应站在政治和文化

的角度探讨化解矛盾的可能性。人类应以“生

命”为旗帜展开一场革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应对气候变化付出实际行动。

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亚美尼亚等多国

元首，共同领导成立了“全球与自然和平相处

联盟”，呼吁世界各国立即采取行动以守护地

球发展。

古特雷斯指出，各国“应采取行动，加强

国家内部和国际努力，建立与自然平衡、和谐

的关系，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护、恢复、利用和

分享全球生物多样性”。发达国家应加大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发挥带头作用，从明年

起每年至少提供 200 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

家。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倡导全面实施“昆

蒙框架”，呼吁统筹利用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

源，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具体行动中来，鼓励

他们践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诺，以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各国应对标“昆蒙框架”全球目标，制定符

合国情的行动计划并加以落实。中国提出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并通过“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昆明基金）等引领国际合作，正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今年 1 月，中国更新发布了《中国生物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2023—2030
年）》，围绕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等 4 个优先领

域部署了 27 个优先行动和 75 个优先项目，

成为“昆蒙框架”通过后第一个完成更新生物

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发展中国家。

COP16 期间，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

的首批 9 个小额项目获得通过，标志着昆明

基金进入了落实“昆蒙框架”的新阶段。首批

9 个小额项目包括中东欧区域 1 个、亚太区

域 4 个、非洲区域 2 个、拉美区域 2 个，共覆

盖 15 个国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肖梅克在出席 COP16“中国角”开幕式时表

示，中国担任 COP15 主席国 6 年间，不仅大

力推动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还通过昆明基金等为全球合作提供重要支

持，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了引领

作用。

COP16 期间展示了由中国与哥伦比亚牵

头成立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智网互联实

验室。实验室在数字孪生领域开展了多项研

究，应用场景涵盖珊瑚礁、红树林等生态系

统。智网互联实验室中方主任罗训认为，在人

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加持下，全球生物

多样性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

王林园 廖思维 席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举行

以实际行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科学导报讯 11 月 11 日数据显示，10 月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均近五成。

数据显示，10 月，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月度产销量再创新高，分别完成 146.3
万辆和 1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和 49.6%，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6.8%。1 至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977.9 万辆和 9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3%和

33.9%，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

量的 39.6%。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随着一揽子

增量政策加力推出以及已出台的存量政策效应

逐步显现，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

增多，汽车企业生产继续加快，企业信心有所增

强。

“进入 10 月，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对汽车消

费拉动效应明显，多地车展与促销活动如火如

荼，企业新车型密集投放，推动车市热度持续走

高，10 月汽车销量环比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

乘用车市场在多项积极因素推动下持续向好，

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陈

士华说。

从细分市场来看，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

中，与上月相比，10 月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

力、燃料电池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产销量均

呈不同程度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新能

源汽车品种产销量均呈两位数明显增长，其中

插电式混合动力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78.4%、

89.7%。1 至 10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新

能源汽车品种产销量也呈不同程度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10 月新能源汽车在内销和

出口两方面也延续了增长的态势。10 月，新能

源汽车国内销量 130.2 万辆，环比增长 10.7%，

同比增长 56.5%；新能源汽车出口 12.8 万辆，环

比增长 16%，同比增长 3.6%。1 至 10 月，新能

源汽车国内销量 869.2 万辆，同比增长 38.3%；

新能源汽车出口 105.8 万辆，同比增长 6.3%。

“随着政策累积效应持续显现，叠加车企及经销商

年底冲刺，汽车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预计年内后两个月

车市仍将保持向上走势。鉴于以旧换新政策加码以后提

振效果显著，建议明年继续延续相关政策，并尽早发布

实施细则，扩大政策宣传。”陈士华说。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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