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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

绿色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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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在绿色治

理，包括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

哪些成效？

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打破行政区

域限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十三五”期间，京津冀生态环保联防联

控措施不断深化，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已

经开始从污染型向洁净型、从粗放型向质

量型转变，蓝天保卫战和环境治理攻坚战

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是围绕能源结构调整，京津冀地区

尤其是河北省推出工程减煤、提效节煤、清

洁代煤等一系列措施，污染治理取得明显

成效。全面实施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

程 。 2020 年 末 火 电 占 总 装 机 比 重 降 至

61.74% ，比 2017 年 末 降 低 12.31 个 百 分

点。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2020 年底，京

津 冀 地 区 清 洁 能 源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5074.37 万千瓦，比 2017 年底增长 19.61 个

百分点。2017 年至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从 389.77 亿千瓦时提高到 645.31 亿千

瓦时，接近翻一番。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持续改善。2021 年，

京 津 冀 PM2.5 平 均 浓 度 比 2013 年 下 降

62.3%，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 88%。

二 是 围 绕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大幅压减高排放产业产

能。2020 年，河北省粗钢

产量接近 2.5 亿吨，连续

20 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第

一 。 2021 年 ，河 北 压 减

粗 钢 约 2480.5 万 吨 ，占

全国压减量 77.57%，超额完成压减任务。

钢铁、煤炭、建材、石化、有色金属等 5 个行

业用电下降趋势明显，占全社会用电比重

由 2017 年 底 24.98% 下 降 至 2020 年 底

23.78%，降幅 1.2 个百分点。

三是围绕空间结构调整，积极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北京的工业企业大部分转

移到河北及全国各市，批发市场悉数转移

到河北廊坊下属各县。2014 年至 2018 年，

北 京 市 疏 解 一 般 制 造 业 企 业 累 计 达 到

2648 家，累计疏解批发市场 581 家、物流中

心 106 个。2019 年，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

企业 399 家，疏解关停物流中心 16 个。

北京市人口调控初具成效。2014 年

以来，伴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

京市常住人口增速逐年下降，

“ 七 普 ”统 计 ，北 京 市 常

住人口 2189.3 万人，仅

比 2014 年 增 加 37.7

万 人 ，超 额 完 成

2020 年 将 常 住

人 口 控 制 在

2300 万 以 内

的目标。

但根本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还存在制

约因素。一是地理因素。京津冀西为太行

山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高

原，其余为黄河和海河冲积平原。燕山—

太行山山区属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向华

北平原过渡地带，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

占京津冀总面积的 47%，是京津冀的天然

生态屏障，能避免冷空气由内蒙古长驱直

入和有效阻挡风沙，但也导致雾霾难以消

散。二是产业结构中重工业偏多。京津冀

矿产资源丰富，聚集了大量资源加工型产

业和大量人口。因此，在协同发展中更应

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三是城镇结构不合

理，小城镇和农村生态环境较差。京津两

市人口和 GDP 规模都较大，而河北城市规

模不大，与京津两市存在落差。2020 年，

河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7%，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主持人：天津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融

入京津冀生态网络方面做了哪些努力，还存在哪

些问题？

王双（天津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天津在基本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

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基础上，积

极 推 进 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协 同 现 代 化 治 理 体 系

建设。

加快制度供给，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出台《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

条例》，明确管理体制和绿色转型、降碳增汇的政

策措施，为实现区域“双碳”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注重发挥碳市场作用，探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有效动力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展碳汇项目开

发，并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实现碳汇项目对替代或

者减少碳排放的激励作用，激励企事业单位自愿

开展降碳增汇行动。推动形成导向清晰、执行有

力、多元参与的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在

规划政策、法规标准、执法监管、预警应急、信息共

享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如深化区域“飞

地”管理体制改革、健全京津冀危险废物转移“白

名单”制度、建设京津冀地区再生资源交易平台

等，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效率。

推进京津冀生态“双屏障”建设。全域融入

京津冀生态网络，打通京津冀区域海陆生态系

统 。 将 京 津 冀 区 域 生 态 屏 障 建 设 与 天 津 市

“871”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一体推进。作为京

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 津 市 中 心 城 区 与 滨 海 新 区 之 间 的

736 平方公里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

障区内蓝绿空间占比接近 65%，

初 步 实 现 天 津 北 部 与 北 京

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

园 相 呼 应 、南 部

同河北

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的有机串联。连

同升级保护 875 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稳步

提升 153 公里渤海近岸海域岸线生态功能一道，

成为协同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的重

要阵地。

强化城市和产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坚持

生态优先的城市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七里海、大

黄堡、团泊洼等湿地保护和“蓝色海湾”整治修复

等重大系统性生态工程。2018 年至 2021 年，天

津市级财政用于湿地生态修复土地流转一项累

计投入 3.73 亿元，湿地保护“1+4”规划总投资达

374.9 亿元，有力保障了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

能力提升。

以保护生态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严格禁止钢

铁、水泥、焦化、平板玻璃等重化行业新增产能，破

解“钢铁围城”“园区围城”取得突破，2021 年底，

全面完成 35 个工业园区治理，为更大体量、更高

质量发展拓展环境空间。同时，积极推动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目

前已有 108 家单位入选绿色制造“国家队”，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4.6%。

这些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的深层次调整和系统

性变革取得明显成效。2021 年天津空气 PM2.5 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 20.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

增加 25 天，国控断面劣Ⅴ类水质“清零”，12 条入

海河流全部“消劣”，10.57 万亩生态林纳入碳汇

交易。

但天津在推进区域绿色发展中还面临着一

些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重点生态功能区作用

发挥与区域整体生态功能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域

内生态格局构建与区域绿色发展战略目标之间

还存在差距；区域绿色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

足，面向“双碳”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

化程度不高；区域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还

未有效激发，产业绿色化步伐仍需

加快。

主持人：河北省建设生态环境支撑

区有哪些进展？推进首都水源涵养功能

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还存在哪些

难点？

武义青（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河

北省为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一是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方位、

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筑牢

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大力实施“三北

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燕山

绿化、退耕还草还林轮牧、绿色矿山等生

态建设工程，打造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基地。“十三五”期间，河北省累计完

成营造林 3954 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31%提高到 35%，森林蓄积量由 1.44 亿立

方米增加到 1.75 亿立方米；完成沙化、退

化、盐碱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272 万亩，

划定基本草原 1671 万亩。

二是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大

力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污染防

治 攻 坚 战 取 得 阶 段 性 胜 利 ，2019 年 、

2020 年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级。以碧水

保卫战为例，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出

境断面和于桥水库上游沙河、黎河出境

断面达到或优于Ⅱ类水质，清理潘家口、

大黑汀水库网箱近 8 万个、库鱼 1.73 亿

斤，实现“呵护一库清水送京津”的目标。

三是不断优化能源和产业结构，为

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创造有利条

件。河北省煤炭消费占比由 82%下降到

74.4%，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

提升至 7%。通过结构调整和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河北省 PM2.5浓度由 2013 年的

108 微克/立方米降至 2021 年的 38.8 微

克/立方米。

雄安新区生态建设正在开展以下几

项重点工作。统筹白洋淀生态保护和污

染治理。通过一体推进补水、清淤、治

污、防洪、排涝，实施治理工程 243 个，累

计补水 15.8 亿立方米，“华北之肾”功能

加快恢复，水质由 2017 年劣Ⅴ类提升至

全域Ⅲ类，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以

建立城市森林为目标的“千年秀林”工程

启动四年来，已形成了郁郁葱葱的近自

然林景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雄安新区“三校一院”项目、雄安市民服

务中心项目、装配式管廊示范工程项目，

在施工中均采用先进绿色装配式建造方

式和再生建材，大大提升了施工效率，减

少了现场作业的噪音和建筑垃圾问题。

全量处理遗存固废，加强建筑垃圾管理，

有效控制固废增量，最大化实现建筑垃

圾 循 环 利 用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日 益 规 范

化。新区三县城区及农村地区已实现生

活垃圾清运全覆盖，建立了长效保洁机

制和监督考核机制。新区环卫市场化

率、生活垃圾处理体系覆盖率达 100%，

基本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加快建设首都“两区”，是保障首都

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的现实需要。“两

区”建设也是探索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

兴市、生态强市之路的有益尝试，能够最

大限度发挥河北省张家口市的生态优

势，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河北推进首都“两区”建设过

程中，还存在不足。一是财税支

持力度有待加强。张家口市财力

薄弱，许多绿色公益性、公共服务

类、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面临经

费不足的困难。例如，乌拉哈达

水利枢纽、云州水库调水二期工程

两项地表蓄水工程由于资金筹措

困难，处于停滞状态。二是生态补

偿机制有待完善。永定河多年年

平均向北京输水 1.8 亿多立方米，

但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生态

补偿长效机制尚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亟需以强化生态环境

联建联防联治为目标，以推进

京张区域生态共保共建为导

向，研究建立长效横向补偿

机制。

杨开忠

锚定目标实现绿色转型
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 入 以 降 碳 为 重 点 战 略

方 向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

关键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

要继续坚持把京津冀地区建

设成为全国生态修复环境改

善 示 范 区 的 战 略 定 位 ，锚 定

2035 年 基 本 建 成 美 丽 京 津 冀

的目标，统筹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区域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第一，推动产业结构低碳

化转型。以节能降碳为导向，

动态化修订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扩大节能环保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针对钢

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等重点

产业制定减碳实施方案；大力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

等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互联网、

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5G/6G 等

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

融合；加快商贸流通、信息服务

等绿色转型，推进绿色低碳金

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解决绿色

企业与绿色项目的融资困难问

题；加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农村秸秆综合利用

等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 建 设 ，发 展 区 域

一体化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支持在生态

涵养区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京津地区可将一

些生态友好型产业（如大数据存

储、云计算基地等）优先在河北省

张家口市、承德市等生态涵养区

布局；科学评估区域环境容量，划

定行业单位产值排放红线，提升

区域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推动生

态效益高的碳汇产业发展。

第二，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

及应用，实现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

型。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低碳、零

碳、负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

研发机构重点开展节能环保关键和

共性技术、量大面广装备与部件的

研发攻关；成立低碳节能环保工程

研究中心，鼓励龙头企业建立

低碳技术研发机构；发挥北京

中关村在节能降碳、绿色环保、

清洁能源等领域技术优势，针

对津冀传统产业节能减排转型

需求开展专项研发；加强碳捕

集与封存技术研究，促进钢铁、

水泥等难减排行业实现深度减

排；开发利用好区域内风电、光

电、地热能等绿色低碳能源，大

力引进区域外绿色能源，优化

能源供给结构；实施清洁能源

替代工程，继续推进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煤改电、气改电，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

第三，完善政府主导的生

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绿色低

碳发展政策体系。中央政府

补偿需要重点解决生态涵养

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保证对

生态涵养区生态补偿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地方政府需要

根据“谁受益、谁付费”原则，

进 行 基 于 项 目 的 横 向 补 偿 。

一是完善政府间横向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设立京津冀生态

补偿专项资金，实行专门账户

独立管理，对环境保护政策实

施所形成的增支减收给予合

理补偿。二是完善生态补偿

标准的确定机制。综合考虑

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服务质

量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并根

据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适 时 调 整 。

三 是 完 善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体

系。探索制定生态补偿条例，

明确各类主体参与生态补偿

权责界定，对生态补偿的违约行为作出明

确惩处规定。另外，还需要深化降碳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水权、用

能权、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等生态环境

权益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所征的环境税、

气候税等税收通过基金投资方式进行管

理，提升补偿资金自身造血功能。

第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进消费低

碳化。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对绿

色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

低碳产品；完善生态产品资格认证制度，以

对高质量生态产品高付费方式，形成由消

费者买单的生态服务付费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所党委书记）

“两区”建设保障首都生态安全

保护生态倒逼发展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