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监测 一起聊一聊“碳排放”的发展历程

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突出协同增效，协同控制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

放，在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查问责等

方面取得关键进展。推动监测体系统筹融合。加强温室气体监测，逐步纳入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统筹实施。

而 2021 年 3 月在京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多次提及的重点话题

也是：碳排放、碳中和、碳达峰。

那么，“碳排放”的发展历程是什么呢？



综上可知，早在 1994年就已经重视碳排放的问题，而我国 2008 年就已经对

“碳排放”有一定重视，如今，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更是成为全球最大，

从最初 2007年仅覆盖发电行业，到之后范围逐步扩大，最终覆盖发电、石化、

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八大行业。除此外，随着

对“碳排放”、对环保的认识，有色、水泥、玻璃、建筑、交通、餐饮等行业领



域也逐步收紧污染排放要求……

知识扩展：

碳排放：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

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Carbon）一词作为代表。虽然并不准确，但作为

让民众最快了解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将“碳排放”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

碳中和：碳中和是节能减排术语，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

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

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

到相对“零排放”。

碳达峰：碳达峰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

后逐步回落。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

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