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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

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

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

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

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

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
2
等温室气体和

SO
2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

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

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

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为了切实推进降碳减污的协同，生态环境部等七个部门于

2022 年 6 月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从加强

源头防控、突出重点领域、优化环境治理、开展模式创新、强

化支撑保障、加强组织实施六个方面对降碳行动源头牵引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做出系统部署。实施方案明确了各地进一步细化

工作任务、结合实际推动各项重点举措落地见效的重要方向，

也对支撑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政策与管理体系的科学研究提出了

更高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影响关系的复杂性要求协同增效系统化。应对气候变化

与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涉及公众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等多重领域，治理网络的复杂程度远大于传统环境污染规制领

域，亟须考虑多维影响，优化降碳减污路径。例如，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严控“两高”项目的盲目上马甚至加快高碳产

能的退出是降碳减污的有效途径，但当前实践思路以“小产能

优先退出”或“旧产能优先退出”为主，局限于单个维度标准

来考虑高碳行业的去产能问题，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例如，

可以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协同影响及公平—效率权衡关系，对

重点“两高”生产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进行系统评估，设计

权衡零碳转型风险与效益、协同降碳减污效果的产业产能优化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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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求的阶段性要求技术路径动态化。降碳减

污包括减污政策的降碳效果和降碳政策的减污效果两

个方面。从时间尺度来看，减污需集中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是满足当下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需

求；降碳旨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实

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新时代美丽中国的长久之计。二

者在短期和长期尺度上的时间差异决定了降碳减污工

作重心的阶段性，也意味着技术路径需随着工作重心

的变化而动态发展。例如，以末端治理为主的减污政

策措施能够加快解决眼下的大气污染问题，但其对

降碳的协同增效作用有限；长期来看，以产业结构调

整、碳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对减污、降碳通常有可观

的协同效果。因此，如何把握好减污、降碳以及二者

协同增效的节奏，在集中攻克短期污染问题的同时谋

划降碳减污的长远布局，设计随着工作进程动态变化

的协同增效技术路径，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排放主体的不均衡性要求管控对象精准化。在产

业结构、城市群集聚效应、大气区域传输等关键驱动

因素的作用下，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的排放主体在空间

和行业分布上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准确把握集聚特

征，识别协同增效的重点区域和行业，能够事半功倍

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这需

要进一步完善通过重点行业或区域“以点带面”推动

降碳减污的顶层设计，实现重点管控对象的精准化；

完善针对不同类型工业企业降碳与减污相协调的排放

标准、技术标准和监测标准，保障重点管控措施能落

地；研究降碳减污协同管理在试点地区的探索方案，

树立示范典型，切实发挥试点对其他区域的带动效果。

排放责任的模糊性要求运作模式清晰化。降碳减

污离不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以及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和公众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供给侧降碳减污为

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提供了基础支撑，绿色低碳的

消费选择也为反向拉动供给侧降碳减污提供了动力源

泉；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模式，将有助于

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与气候治理体系。然而，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产品碳排放责任仍不清晰，为现实

中的供给侧、需求侧多主体协同共治带来了挑战。亟

须研究消费侧和供应链责任分担机制，研究多主体参

与绿色低碳的元治理模式，健全包括体制机制、法

规标准在内的制度体系，研究降碳减污的激励约束机

制，明确供需双方、多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推

动建成降碳减污清晰化的运作模式。

本次专题的几篇文章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有益探

索。孙雪妍等 [1] 从宏观理念、政策工具选择、政策

措施执行三个维度梳理了政策选择的路径依赖对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机制，为“协同增效”政策路径

设计的重点方向建言献策。戴静怡等 [2] 从城市结构

调整、技术革新、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碳汇潜力挖掘

等多个维度阐述了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途径和潜

力，探讨了“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

元共治模式及实施路径。张为师等 [3] 研究了 2012—

2019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

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

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孙晶琪等 [4] 构建了地级市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探究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

交易政策对地区生产效率的影响，揭示了“双权”政

策的区域协同效应，为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发挥减污

降碳协同效果提供参考。邓红梅等 [5] 聚焦减污降碳重

点领域，梳理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路

径，并基于对相关研究实践及特点的系统梳理提出交

通领域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可行思路。这些工作

共同组成了支撑减污降碳协同政策与管理体系的研究

缩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研究在这一领域展开针对性

探索，助力中国加快建成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实

现环境、气候、经济效益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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