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重庆市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以

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重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保

障措施等。《规划》设置工作指标 16 项，其中约束性指标 10 项、预期性指标 6 项。根据《规划》，

到 2025 年，重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下降 14%。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重庆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碳强度持续下降，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得到有效控制。气候变化影响观测、评估及风险管控得到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

升。绿色产业体系、清洁能源结构和低碳消费模式基本形成，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农林业

等重点领域节能减碳取得明显成效，碳中和技术创新和产业孵化体系初步构建。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六大重点任务与工作措施。

一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挥碳强度控制引导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区域

和城乡低碳发展，控制工业、建筑、交通、新基建等重点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强生态系统固碳能

力，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二是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基础设施、农业等重点领域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设施建设，强化森林和生态系统建设，提高人体健康领域适应能力，

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三是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培育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主体，推动绿色能源、低碳交通、零碳

建筑、重点行业减污降碳等关键核心低碳技术研发，推进气候友好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四是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试点示范。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开展近零碳示范建设。深化气候适应

型城市建设，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推动气候友好型项目实施，探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试点示范。



五是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激励约束机制。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经济政策，优化价格政

策。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电力市场化交易等市场

机制建设，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

六是构建现代化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提高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和

监测能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信用体系，提高全社会应

对气候变化认知水平。

同时，《规划》要求，充分发挥市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作用，按照成员单位职责分

工，压紧压实责任；对重大事项进行动态跟踪和定期协调推进，建立市级跨部门工作推进机制，畅通

交流渠道，整合信息和数据资源；建立统计考核体系，定期对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县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和任务实施情况开展评估考核；强化经费保障，夯实人才队伍基础，加快培育应对气候变化科研团队，

打造西部地区人才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