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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联动，实现对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有效管控的重

要性。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决定》提出应发

展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 实 施 支 持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的 政 策 和 体

系，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意味着未来在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气候变

化的应对工作。

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成就与挑战

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优越。该区

域占地面积6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2%，随着西部大

开发新格局形成及“一带一路”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社

会发展成果显著。但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方面，仍

有较长的路要走。

（一）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取得的成就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西部地区颁布实施了一系列

鼓励减少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的政策和法规标准，在治理

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为“降碳减

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宁夏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先

后制定《银川市2023年碳排放权改革实施方案》等办法

方案，确定了12项任务，明确9条措施，不仅推动了“降

碳减污”协同增效，还促进了市域社会经济的绿色低碳

发展。

在 污 染 治 理 方 面 ， 西 部 地 区 同 样 展 现 出 了 积 极 的

姿态和坚定的决心。针对重点流域和水源地，区域实施

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对排污超标的企业进行了严厉的惩

处，这些有力的举措使得域内环境质量获得显著提升。

陕西省关中地区扎实推进“一市一策”精准治霾策略，

在加强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同时，强化了重污染天气预

警应对，积极推进企业绩效分级管控，截至2024年，关

中地区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2.7万户，实施动态清零，

完成散煤治理320余万户。西安、咸阳、神木三市被确

定为“十四五”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城市。超额完成

“十三五”重金属总量减排任务。全省累计完成5542个

行政村环境整治，直接受益人口超过400万。[2]

西部地区各省份依据自身条件不断对能源消费结构

进行优化调整。其中，陕西省的能源消费结构由煤炭为

主加速向多元化转型。2020年，该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较2012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及风电等

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8.4%，比2012年

提高了8.0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降碳减污”面临的挑战

虽 然 在 “ 降 碳 减 污 ” 上 已 取 得 了 不 小 的 进 步 ， 但

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技术创新方

面的巨大挑战。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科技

创新人才及科研投入方面均显不够，导致其技术创新能

力不足，技术推广及应用进度缓慢。尤其在一些偏远和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制约了“降碳减

污 ” 技 术 的 有 效 应 用 ， 使 得 区 域 环 境 治 理 能 力 整 体 欠

佳 。 另 外 ， 绿 色 金 融 发 展 不 足 成 为 西 部 地 区 “ 降 碳 减

污”面临又一挑战。受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风险评

估机制不完善，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认知度不高等因素

影响，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成本较高，企业向绿色化转型

缓慢。[3]尽管西部地区煤矿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较为单

一，如果向第三产业转型，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

需要培训员工，有些地区的居民还可能会因为产业转型

面临失业的风险，产业转型成本巨大。

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对策

（一）以科技创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科 学 技 术 的 创 新 可 以 为 环 境 治 理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

鉴于西部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为缓慢，

并且资金投入有所欠缺，所以应该从研发、成果应用转

化及预警机制三方面下功夫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加大对

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聚焦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捕

集与封存等关键技术领域，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

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机制，促进环保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

场。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环保新产品、

新 工 艺 ， 提 高 科 技 成 果 的 转 化 率 和 应 用 率 ； 利 用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 人 工 智 能 等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 构 建 覆 盖 广

泛、反应灵敏的环境监测网络。同时，建立健全环境预

警机制，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二）以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改 善 企 业 生 产 与 居 民 生 活 方 式 ， 促 进 转 型 升 级 是

实现绿色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西部地区的

转型升级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引导企业“数智化”转型

同时完成“降碳减污”，通过组织更新、流程再造和数

字化导入提升智能化水平，促进工业生态效率切实发挥

“降碳减污”作用；[4]由于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具有波动

性、长期性的过程，所以政府与企业应合理规划转型步

骤，逐步完善政策，听取民意并调整，保障居民权益；

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公众使用节能环保产品，减少

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环保

意识。

（三）以区域协作实现联防联控机制

协 同 推 进 “ 降 碳 减 污 ” 需 要 各 个 地 区 加 强 合 作 ，

只有各地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促成预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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