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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碳目标的生态环境管理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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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如何减少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各地区需要共

同面临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力争2030年碳排放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整合，协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在双碳目标下，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并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力

度，推动社会经济绿色发展，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对双碳目标下的生态环境管理策略进行分析，从

而提升生态环境管理效果，保障双碳目标的实现，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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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经途径。为

了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实现双碳目标与生

态环境管理的协同推进，采取科学合理的环境污染防

治措施，构建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保障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有效实现。在协同发展模式下，可以充分发挥生

态优势，强化生态本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有效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在具体实施中，要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完善低碳环保体制机制，构建智

慧生态环保格局，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生态系统修复策

略，强化源头控制等，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保障双

碳目标的有效实现。*

1��“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管理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环境

问题日益严峻，非常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双

碳目标的提出，能够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有效性治

理，并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人

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在此基础上，要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和管理力度，优化生态资源配置，实现环境质量的

标准，实现生物多样性，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保障系统，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1]。通过生态环境管

理工作的开展，能够对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进行保护

和恢复，强化碳固定能力，减少碳排放。同时要结合双

碳目标的实际需求，构建协同治理框架，实施综合性策

略和创新机制。前者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

性，推广绿色低碳的经济增长模式；后者要优化政策指

导、完善市场机制，并推动公众参与，在多方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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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强化双碳目标的实现。

2��“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管理策略

2.1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要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

现，并加大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力度，实现环境污染问题

源头治理，真正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

具体实施中，需要实现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同性开

展，以此为依据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指导，从而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功，形成系

统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促

进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的综合性提升。要积

极推动多样化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如大气、

水、土壤等污染物；同时对工业、交通、农业等环境进

行修复[2]；实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强化生态环境准入

管理，积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

试点，实现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要提高资源、能源

利用率，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提高耗能项目能耗准

入标准，并积极推动能源清洁转型，实现能源生产电力

化、电力结构清洁化，对工业生产进行电气化改造，利

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要对冶金、建材等行业进行资源

回收、资源替代，真正实现源头控制，引进协同控制技

术工艺，引进绿色低碳创新工艺。其中，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基本内涵如图1所示。
2.2  完善低碳环保体制机制
在气候治理与污染防治协同推进过程中，要优化政

策支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融入到产业、能源、建

筑等重点领域，积极引领绿色低碳发展规划，实现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同规划和发展。要实现政策制度的全方位

衔接，明确不同地区协同治理目标，并完善生态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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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评价考核体系，对协同治理约束性指标进行管理，把

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衡量标准，并以此为

依据决定是否划拨专项资金。还需要形成地方特色化的

GEP核算制度，对生态环境管理效果进行量化呈现，降

低作为决策、规划的重要依据[3]。要完善多元化的体制机

制，如财政转移支付、多元化生态补偿、生态损害赔偿

等，形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系。

图1��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基本内涵

2.3  构建智慧生态环保格局
为了进一步提升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效果，需要积极

引进数字经济，构建智慧生态环保基础数据平台，并对

其进行可视化展现，深度挖掘数据内在价值，提高数据

利用率。尤其要对绿色低碳、环境污染等数据资源进行

统筹管理，形成多指标的监测体系，将其与能源平台、

碳交易平台等互联互通，强化数据共享。要从时间、空

间角度全方位、智能化分析生态环境问题，并对各要素

指标内在联系进行评价，保障评价结果的综合性，从而

科学论证协同治理决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要5G、云
计算、数字孪生技术进行融合应用，实现产品设计、使

用、回收等环节的融合性发展，促进精细化管理[4]。

2.4  优化顶层设计
生态环境治理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提

升环保治理效果，需要优化顶层设计，为环境治理提供

方向指导，并形成多层次的生态治理架构。在此过程

中，要明确政府定位，对企业、公民责任进行合理分

配，为环保政策的有效落实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政

府政策需要充分考量生态环境治理复杂性特征，制定长

效化的政策措施，并确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用

性，进一步强化环保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

2.5  形成多元化的环境治理机制
强化各部门的联动合作，实现分工合作，兼顾各方

利益，形成多层面的协同治理模式，对不同部门明确分

工；要构建环境管理小组，形成一个部门负责一个项目

的模式，其他部门共同努力，构建权责明细、运行高效

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强化生态文敏建设责任；要形成

完善的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引进现代化的污染治理

技术，强化污染治理设施的安全监管和维护，定期公开

环境治理信息机制，有效落实绿色生产方式[5]。鼓励市

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政府主导下，深化利益

方、市场、企业间的深度合作，形成完善的环境治理模

式，并增减各部门的交流，定期组织开展低碳环境信息

公示，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构建举报、听证、研讨等公

众参与机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为公众参与环境

保护提供司法保障。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合理分配绿色

金融资源，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韩静责任保险等金

融产品优化应用，对相关企业进行财政支持，形成绿色

农业产业链。要引进碳普惠、碳积分等激励机制，开展

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等创建行动，引导全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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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完善生态系统修复策略
生态系统修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新时

期，要对生态系统修复策略进行优化创新，引进现代化

科学技术，重植本土物种植被，实现生物多样性，促进

土壤自然净化。还需要对生态工程技术进行融合应用，

构建人工湿地，强化生态系统碳固存潜力。在生态系统

修复中引进智能化技术，如利用遥感监测技术，以便动

态监控地表覆盖、植被生长状态、碳汇量等，以便快速

响应生态系统变化；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环境监测数据

进行分析和挖掘，以便对生态系统趋势进行精准预测，

为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参考[6]。要对卫星遥感技术、

无人机监测技术进行联合应用，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性

观测，以便第一时间发现生态退化迹象；利用大数据技

术、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联合应用，以便对生态系统动态

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科学预测潜在的风险，提出针对性

的应对措施；要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对各种生态系统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精准化的修复方案，如对林地配置合

适的树种、植被，从而你强化林地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

力；要构建智慧生态管理平台，实现监测、分析、决策

功能于一体，进一步提升生态修复效果。

2.7  强化源头控制
要完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便实现环境污染

的源头预防和控制，对三线一单、规划环评等进行融合

应用，形成系统化的全链条源头防控体系[7]。把碳排放作

为环评管理的重要指标，在对电力等关键工业项目进行

环评审批时，需要注重跨部门评估联合审批，有效提升

建设项目环评结果的利用价值，完善碳核算，对项目设

计参数进行优化，实施污水排放许可证制度，形成系统

化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对企业碳排放强度、总量限

制等进行明确，做好记录工作。

2.8  提升公民环保意识
提升公民环保意识，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社会基

础。要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媒体宣传方法，确保公民能

够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并自觉约束自身

行为。鼓励公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等实际行

动；政府部门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提出针对性的激励

机制，提供合理性的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发公民

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拓展公民参与渠道，

形成全面参与氛围。

2.9  深化国际合作
在气候治理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模式下，要深化国

际合作，对其他国家优秀经验进行积极借鉴，并加大技

术交流深度，积极开展多元化的合作项目，形成应对气

候变化合力[8]。其中国际合作包含政策对话、技术交流、

人才培训等。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推广绿色低碳技

术，提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效力，保障双碳目标的真正

实现。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气候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有效落

实落实双头目标，优化生态环境管理的协同机制，同时

加快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并对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

价等综合应用，引进智能化的生态系统维修方法，同时

对节能措施、工业碳排放控制措施等进行优化应用，有

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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