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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c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ay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key measur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carbon” goal,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a beautiful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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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和碳排放问题的日益突出，实现“双碳”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生态环境
保护为核心，通过综合研究文献和案例分析，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措施和政策建议，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美丽地球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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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态系

统的恢复，还涵盖了减少污染、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本论文旨在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实现之间的

协同关系，并提出相关的路径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现有文

献和案例研究，我们将探讨生态环境保护对碳减排和碳中

和的贡献，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协同推动“双碳”目标的 

实现。

2 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

2.1 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之一，

工业化、能源消耗等人类活动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释放，加

剧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和气候极端事件的增

加。减少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之一。国际社会

广泛认可的“双碳”目标旨在实现碳中和，通过增加碳汇能

力来实现气候中性 [1]。碳中和如图 1 所示。

图 1 碳中和含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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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双碳”目标的重要性和意义
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和长远影响。

首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

和强度。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物种多样性，减少

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其次，实现“双碳”目

标也是应对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重要举措。通过推

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可以减少

对有限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并促进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及碳排放现状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碳排放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产业结构主要

由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生产业组成。近年来，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碳排放，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也会产生大量的

碳排放。它们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减少碳排放之间找到平衡

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碳排放情况有所不同。发达国家

的经济结构更加多样化，服务业的比重相对较高，制造业的

比重较低。发达国家通常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处于较为领先的

位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提高能源效率、推动清洁能

源转型等。

2.4 生态环境保护与碳减排的关联
生态环境保护与碳减排密切相关，它涉及到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生态系统

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会对碳循环产生负面影响。生

物多样性的减少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增加，减少了其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因此，保护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多

样性是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2.5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通过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环境可

持续利用，可以满足当前和未来世代的需求。生态环境保护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有助

于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弹性，维持生态服务的供给。这

些生态服务包括水资源的供应、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植物

授粉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2.6 国际研究现状和进展
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性，并在此方向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见

图 1。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碳减排的研究和行动。一些国家和地区

已经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碳减排的试点项目和示范工程，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如何在实践中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仍然是必要的，以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与“双碳”目标的协同推进。

3 目前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手段

3.1 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
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碳减排

和碳中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是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对碳减排和碳中和的贡献的关键措施之一。

首先，通过保护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可以防止碳

库的破坏和碳的释放。保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可以减少大

气中的 CO2 含量，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其次，湿地是重

要的碳汇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湿地中的植被和土壤能够

吸收和存储大量的碳，并减少甲烷等温室气体的释放。除了

森林和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也对碳循环起着重要作用。草

原植被的生长过程中吸收大量的 CO2，并将其储存在地下根

系和土壤中 [2]。

3.2 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清洁能源是实现碳减排和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通

过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水能等，可以减少对

传统的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太阳能

是一种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能源，通过光伏发电可以将太阳辐

射转化为电能。光伏发电系统不产生 CO2 排放，具有低碳

特点。水能是一种常用的清洁能源，通过水力发电可以将水

流能转化为电能。相比化石燃料发电，水力发电具有低碳排

放的特点。此外，地热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可以在能

源供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3.3 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效提升
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效提升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对碳减排

和碳中和的贡献之一。能源结构转型指的是从高碳能源向低

碳能源的转变。首先，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是能源

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通过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增加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是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通过采用先进

的能源技术和设备，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的浪费，

可以降低能源需求，减少碳排放。

3.4 碳市场建设和碳交易机制
碳市场建设和碳交易机制是推动碳减排和碳中和的重

要手段。碳市场通过对碳排放进行定量的管理和交易，促进

了碳减排的实施。碳交易机制可以通过设立碳排放配额、碳

排放交易和碳金融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组织减少碳排放，提

高能源效率。这有助于激励企业采取更多的碳减排措施，并

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 [3]。

3.5 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对碳减排和碳中和的贡献还需要社会参

与和公众意识的提升。公众可以通过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

的生活方式来贡献碳减排和碳中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媒

体可以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认

识，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



196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4卷·第 03 期·2023 年 09 月

3.6 增加碳封存手段
碳封存是一种重要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旨在减少大

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影响。常见的碳

封存手段：植物吸收，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

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碳捕捉和封存技术（CCS）是一种

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排放源中捕捉并封存起来的方法。这种技

术通常应用于发电厂和工厂等大型碳排放源。捕捉到的二氧

化碳可以压缩并注入地下储存层，如地下盐水层或油气田，

以防止其进入大气。海洋碳封存，海洋中存在大量的溶解态

二氧化碳。海洋碳封存技术包括将二氧化碳注入深海、将二

氧化碳转化为矿物质沉积物或通过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生

物吸收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生物质能源是通过将植物和

有机废物转化为能源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可以通过燃烧

产生热能或通过生物质发电厂产生电力，同时释放的二氧化

碳可以在植物的再生过程中被重新吸收。生物炭是通过将有

机物质高温热解而得到的稳定碳质物质，它可以在土壤中长

期储存，并改善土壤质量。

4 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的协同推动
机制

4.1 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健全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与“双碳”目标协同推进的基础。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

和法规，以鼓励企业和个人减少碳排放并采取低碳生产和生

活方式。政策框架应提供激励机制，如财税政策、补贴和奖

励措施，以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绿色技术的创

新和应用，鼓励企业转型为低碳发展模式。此外，政府还应

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政策的有

效实施。

4.2 国际合作和交流
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国际合作和

交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加强

合作，共同推动碳减排和碳中和的实施。在国际合作方面，

各国可以加强碳市场建设和碳交易机制的合作，推动碳市场

的互联互通和碳交易的畅通。同时，加强技术交流和创新合

作，推动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

支持。此外，加强信息共享和科学研究合作，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与碳减排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政策

制定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

4.3 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提升
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的提升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双

碳”目标协同推进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

创新，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推动清洁能源

的发展和利用。在能源领域，研发和应用低碳能源技术，可

以降低碳排放，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推动智能能源

系统的应用，提高能源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实现能源的高效

利用。

4.4 绿色产业和生态经济发展
绿色产业和生态经济发展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

目标协同推动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发展绿色产业，可以促

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

碳排放。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提供财税政策

和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和创新绿色技术，推动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

4.5 监督和评估机制的建立
为了确保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的协同推动取

得实际效果，需要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政府应加强对生态

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的监督，建立健全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同

时加强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参与，通过舆论监督和社会评

估，推动政府和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碳减排和

碳中和的实施。

5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的研究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

标的协同推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并为相关研究和政

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研

究和实践的结合，深入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的

具体路径和可行性，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和措施，为建设美丽

的地球家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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