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碳中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经核算和评价认证，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

共排放温室气体88.29万吨，使用绿电减排温室气体2.20万

吨，接受社会捐赠碳抵消指标109.99万吨，在亚运会、亚残运

会历史上首次实现碳中和。

”

12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首

批碳达峰试点名单的通知》显

示，为落实国务院《2030 年前
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部署，按

照《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

工作安排，确定张家口市等 25
个城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 10 个园区为首批碳达
峰试点城市和园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有

关地区发展改革委要高度重

视、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组织

指导有关城市和园区开展碳

达峰试点建设。各试点城市和

园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

碳达峰试点建设作为促进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关键抓手，统筹谋划重

点任务、研究推出改革举措、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各试点城

市和园区要按照《国家碳达峰

试点建设方案》及《碳达峰试

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部署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科学编制试

点实施方案。有关地区发展改

革委要组织专业力量，对试点

城市和园区实施方案编制工

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 11 月 6 日对外发布
的《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

来看，其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

围内选择 100个具有典型代表
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

点建设，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

展面临的瓶颈制约，探索不同

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和

园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提供

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同时还明确了 2025年和
2030 年这两大时间节点的主
要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有

关地区发展改革委对本地区试

点城市和园区实施方案进行审

核后，于 2024年 1 月 31 日前
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

司）。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有

关方面对各试点实施方案进行

审核，并反馈有关修改意见。

（据《证券日报》）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在亚运史上首次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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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碳中和工作实现了多个

“首次”：开闭幕式首次使用“数

字烟花”代替“实物烟花”；主火

炬首次使用甲醇作为燃料实现

二氧化碳循环利用；推出首个

亚运村低碳账户；首次发行大

型活动碳中和数字纪念奖牌；

首创编制《亚运会绿色健康建

筑设计导则》等规范；首创首用

复杂场景下楼宇数智低碳运行

策略；首次推出大型活动碳中

和管理平台；在亚运会历史上

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电供应。

场馆方面，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 56个竞赛场馆中，新建
场馆仅 12 个且在建设过程中
广泛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交通方面，亚运会、亚残运

会接待、接驳、物流等车辆优先

选用新能源车；运营方面，场馆

临时设施和赛事器材优先采用

租用、借用形式或使用可循环

利用材料；亚运村房间的漱口

杯、衣架采用可降解的麦秸秆

材质。亚运村累计回收纸质餐

盒和牛奶盒 57吨、其他低价值
废弃物 92 吨，可制成原生纸

89.34吨，部分已制成纸扇作为
低碳活动纪念品；亚运会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服装材质采用可

再生材料。

在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的

基础上，杭州亚组委、亚残组委

发动各地各单位捐赠碳配额、

碳信用、碳普惠等抵消亚运会

产生的碳排放量。47家单位捐
赠碳抵消指标 109.99 万吨，覆
盖省内所有 11个设区市，省外
单位也主动参与，单位数量远

超国内外同类赛事。优先选用

浙江对口帮扶的中西部地区和

省内山区 26县的碳信用、碳普
惠等用于亚运会碳抵消，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全民参与为重点，促进低

碳理念深入人心之外，杭州亚

组委还在亚运合同设置“可持

续”章节，举办“绿色亚运 低碳

有你”赞助企业绿色行动，引导

亚运特许商品和宣传品设计开

发优先采用可再生、可循环、可

降解材料，推动亚运官方合作

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商

等将可持续作为企业发展理

念，落实绿色办赛理念。比如，

通过购票指南、观众指南、媒体

宣传引导绿色观赛，电子票使

用率超过 60%。开展“我为亚运
种棵树”活动，1800余万人次参
与、植树 4800 余万株，建设亚
运碳中和林 26片。

杭州亚组委副秘书长、杭

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毛根洪表

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做好经验

提炼和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为

大型赛事绿色低碳办赛提供更

多“杭州经验”。 （据新华社）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

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举
行。围绕气候变化大会主题“团

结、行动、落实”，中国在碳普惠

领域发布一系列成果，集中展

示了利用碳普惠机制动员全社

会推进碳减排的切实举措，向

世界展示数字化带动全民减排

的中国经验。

会议期间，绿普惠发布《公

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

量化指南行》和《公民绿色低碳

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办

公》两个低碳减排场景的九项

碳普惠团体标准，并发布中英

文版本《中国公众低碳意识与

低碳行为网络调查报告》，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公众 10 亿人次
的减排故事，持续推动碳普惠

的发展。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

目前山西省碳普惠机制———

“三晋绿色生活”已带动全省

430 万人参与消费端碳减排，
累计减排次数超过 1亿次，减
排量达到 10.5万吨。北京节能
环保中心介绍了践行绿色生

活、以碳普惠带动绿色消费的

案例———“2023北京绿色生活
季”，该平台已有 956.5万人参
与，减排次数超 1.17亿次。平
台产生的减碳量还支持了“北

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

实现碳中和。泸州市生态环境

局分享了泸州“绿芽积分”通过

搭建 10大减碳场景，并通过实
物奖励和公益助力两大激励模

式正向反馈公众持续参与。

滴滴分享了“以数字出行

助力零碳交通”的案例———在

“长青”碳管理平台，从网约车

“油换电”、合乘交通、慢行交通

三大减碳方向助力数字“碳普

惠”的行动。饿了么分享了“饿

了么生活消费场景碳减排实

践”的做法和经验———培养平

台 7000 万用户三个低碳小习
惯，鼓励商户增设小份餐、向消

费者提供无需餐具选项、倡导

骑手商圈拼团等。

应对气候变化重在行动。

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

国碳普惠的成果和案例集中向

全世界展示证明了，在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不仅政府和企业在

行动，公众也在积极贡献力量。

在今年 8月碳普惠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上，中国气

候变化特使解振华

指出：“碳普惠是动

员公众践行低碳、零

碳、负碳行动的大平

台和有效途径。中国

碳普惠引领了消费

端碳减排解决方案

的世界潮流，为应对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据中国网）

中国“碳普惠”成果在联合国
气候大会集中展示

国家发改委公布首批碳达峰试点名单
包括 25个城市、10个园区

首批碳达峰试点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