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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为第二批中国低碳试点城市
之后，镇江先行先试探索出一条发展
新路。

从试点到示范，从理念到实践，
从制度到风尚，在这条漫长而持之以
恒的探索路上，镇江敢为人先、勇于
创新，收获满满。仅国际低碳大会，
就已举办至第五届。2014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肯定镇江的
低碳发展“卓有成效，走在全国前列”，
要求镇江“继续努力，为全国生态文
明作出更大贡献”。

用实践落实理念，用创新破解难
题，用坚持达成目标。历时近 9 年探索，
镇江在低碳答卷中得到发展答案。

低碳试点上的镇江探索

2021 年 8 月 26 日， 镇 江“ 实 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影响评估制
度，完成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经验，
被中国国家发改委以“通知方式”在
全中国推广。这已不是“镇江经验”
首次被全国推广。

从试点到示范，镇江的低碳绿色
发展经过不断先行先试，正渐入佳境。

时间回到 2012 年 12 月，镇江成
为第二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彼
时，低碳城市远还没有成功典型，绿
色发展也尚未形成成熟理念，低碳试
点如何建设？镇江唯有探索尝试。

提出碳峰值，建设碳平台，实施
碳评估，开展碳考核。一时间，镇江
先行先试、敢作敢为，很多举措在江
苏省乃至全中国都是开创先河。

城市碳排放核算与管理平台便是
中国首创。这一平台综合运用多种信
息化技术，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智能化
碳排放数据收集、分析系统，形成“可
查、可管、可追溯、可取证”的新型
城市低碳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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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点到示范，从理念到实践，从制度到风尚

50.3%，优良天数比率上升19.8个百分点。
按照问题导向，火力发电厂较多的

镇江，低碳发展除了重视技术、产业外，
更聚焦能源。一方面，全市强力推进
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煤电超
低排放改造，先后建成江苏省单机规
模最大的燃气发电机组和世界规模最
大、功能最全的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
目前镇江市储能装机总量10.1万千瓦，
光伏发电总装机 90.3 万千瓦，可再生
能源装机容量占比 9.2%，能源供给结
构向绿色、低碳稳步推进。

另一方面，镇江着力优化用能结
构，投资 87 亿元建设镇江燃气热电
联产项目，积极推进靠港船舶的岸电
使用。“十三五”期间，镇江市累计
实施绿色化改造项目 229 个，年节能
量 70 万吨标准煤。

坚持还体现在全方位的低碳建设
和绿色发展上。试点以来，镇江每年
都推出低碳九大行动，涉及交通、建
筑、碳汇建设、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
透过一年年行动的实施，一个个项目
的完成，“低碳镇江”从最初的制度设
计变为人人参与的社会风尚。

瞄准“双碳”目标，今天的镇江又
开始从低碳载体建设、低碳技术研究、
低碳市场运作和低碳能力提升等四个
方面，展开一岛、一镇、一区等“九个一”
建设。迈着坚定自信的步伐，这座城
市决心书写好落实中国“双碳”战略
的“镇江答卷”。             梁和峰

基于碳平台，镇江对重点企业的
碳排放实时监控，引导企业进行碳资
产管理。同时以县域为单位，实施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控”考核，较
早形成一套“绿色政绩”考核体系。

2016 年，首届国际低碳大会在镇江
举行。大会以“技术创新、共享低碳”
为主题，吸引了全球众多相关机构和企
业参加，展示低碳技术，交流低碳成果，
共享低碳机遇。随后，大会每年一届，
不断创新发展，至 2019 年已举办四届。

举办国际低碳大会，不仅大会本
身属于创举，更多低碳建设的探索和
尝试，也由此得以展开、论证与落地。
2016 年，大会首次发布低碳发展“镇
江指数”；2017 年，大会引入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并与后者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2018 年，大会推出《低
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这是中国首个
评价设区市低碳城市建设的标准……

低碳路上，镇江的探索几经波折、
几多成败，但试点示范意义显而易见。
以率先提出碳峰值、建设碳平台的“镇
江经验”为例，2017 年 2 月，中国国家
发改委启动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
作，明确要求试点城市必须提出碳峰值
的目标，建立碳排放的监测与核算体系。

低碳镇江的探索实践，也广泛吸
引国际目光，被认为丰富了全球气候
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气候变化
事务特使解振华曾指出，镇江的低碳
经验对全球都有借鉴意义。

发展要务中的镇江力量

2013 年，镇江在中国率先编制主
体功能区规划，把全域划分为优化开
发、重点开发、适度开发、生态平衡“四
大区域”，合理配置生态空间和建设
空间，明确 2020 年生态空间和农业空
间保持在 70% 左右。

这是低碳试点背景下，镇江对区

域发展新的思考谋划，背后有利
益的取舍和理念层面的有所为有
所不为。

进入新时代，发展仍是包
括镇江在内所有中国城市的
第一要务。试点建设低碳城市，
除了改善环境、提升生态外，
镇江实践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
探索一条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一切瞄准发展，一切为了发展。
过去 9 年，镇江通过对低碳建设和绿
色发展的探索实践，推动了经济转型，
促进了产业发展，破解了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找到了新的发展
动能与前进力量。

化工本是镇江的支柱产业，长期
以来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让城市面临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的压
力。2013 年以来，镇江大力开展化工
整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先后关停
并转数百家化工企业。如今，企业数
量已锐减超过 80% 的镇江化工产业，
逐渐迈向绿色高端，形成一条极具支
撑带动性的高性能材料产业链。

创新，在探索实践中发挥了最大
力量。自 2015 年获得地方立法权后，
镇江围绕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制定出
台《镇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例》
等多部地方性法规。借助制度创新倒
逼发展方式转变，2018 年，镇江市根
据保护条例主动腾退 18 公里长江岸
线并恢复生态，同时提高港口利用效
率。当年，在岸线减少 14.3% 的情况下，
港口经济实现两位数增长。

通过创新发展和使用智能技术、
低碳技术、绿色技术，镇江还着力转
变工业生产方式。2017 年 1 月，镇江
在中国率先出台《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体系》，启动绿色工厂创建。随后，
绿色低碳技术在该市工业生产中大量
应用，镇江由此也成为中国工业绿色

转型发展试点城市。
“十三五”期间，镇江在低碳技

术领域立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72 项，
最终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3 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17 项。
众多低碳技术不仅被广泛应用，而且
催生了新产业，从而“双轮驱动”低
碳城市的绿色发展。

转型力量、市场力量、创新力量、
绿色力量，镇江对绿色低碳的探索实践，
使得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真正落
地，进而让高质量发展活力迸发。

“双碳”目标下的镇江自信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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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中国“双碳”战略，如期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低碳镇江信心满满，
并已展开新的探索实践。在即将召开的
第五届国际低碳（镇江）大会上，一场
碳达峰碳中和的金山峰会，也同时举行。

自信源于镇江对绿色低碳发展持
之以恒地探索实践，而坚持是奇迹发生
的最大保证。过去 9 年，这座城市单位
GDP 能耗下降 37.7%，单位 GDP 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 46.3%，PM2.5 浓度下降

走在中国前列

题图：绿色能源岛——扬中乡
村滨江渔光互补电站。� 宋伟供稿

左上图：中国规模最大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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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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