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部：“十四五”还是要坚持增气减煤同步 

近日，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

出席发布会，介绍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及 2021年和“十四五”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安排部署，并答记者问。 

记者：我的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要继续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请问生态环境部做了哪些工作，

下一步如何推进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 

刘炳江：我国能源结构是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化石能源占比约 85%。化

石能源消费比例高，体量巨大，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也是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活动相关二氧化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

同源、同过程的特点，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也是减少 CO2排放的措施。减

污降碳在推动结构性节能、遏制两高行业的扩张、助推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等方面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在能源领域，我们从 2013年全国 62万燃煤锅炉，通过热电联产替代，电、

天然气替代等，现在仅仅剩下不到十万台，重点地区完成 2500万户的散煤替代，

这些措施其实都去煤炭的过程。产业领域，我们会同主管部门加大重点行业淘汰

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力度，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钢铁产能 2亿多吨、1.4亿吨地

条钢全部清零，全国范围内打击散乱污企业。交通领域，积极推动公转铁，自运

输结构调整政策提出以来，全国铁路货运量连续三年提升，彻底扭转了自八十年



 

代以来，铁路货运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十三五期间，淘汰了 1400万辆机动车，

2018年到 202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90多万辆国三及以下重型运营

货车提前淘汰，长江禁渔近 11万艘船舶淘汰。新能源汽车大幅增长，电动公交

车 2015 年占比 20%，现在达到 60%。 

这些成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不再一一列举，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些结

构调整的硬措施减少煤炭消费量 5亿多吨，减排二氧化硫 1100多万吨、NOx500

多万吨，协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亿吨以上，这就是我说的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 

“十四五”时期，我们突出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把降碳作为

源头治理的“牛鼻子”，指导各地统筹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现在生态环境部在牵头制定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制定十四五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专项规划，我们也

跟有关部委对接能源规划、交通规划等，在“十四五”各个规划中，均体现减污

降碳的总体思路，突出源头控制、系统控制。 

二是严格控制增量。碳达峰不是攀高峰，“十四五”期间乃至很长一个阶段，

化石能源的增长，尤其是煤炭的增长，如果不进行遏制，可以想象对碳达峰、对

空气质量改善都将产生巨大的压力。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严格落实产能置换要求，严控新增量。 

三是加强存量治理。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有效的仍然要坚持推

下去。再举一个例子，“十三五”增了大约 1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取得成效

的关键就是主要用来替代煤，所以“十四五”还是要坚持增气减煤同步，如果天

然气全部用来发电，对 NOx和二氧化碳都只带来新增量，只有用来替代煤才能减



 

污降碳。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推动电代煤，今后新增电力主要是清洁能源发电，因

此电代煤也是减污降碳同步的。在交通领域要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升轨道

化，电动化和清洁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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