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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与大气环境治理的协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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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和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生活逐渐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碳减排和大气

环境治理无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碳减排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减缓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而大气环

境治理旨在提高空气质量，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避免出现雾霾等大气污染。碳减排与大气环境治理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关联和协同效应，因此，通过协同策略，可以同时实现二者的目标，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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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 and atmospheric pollution, people’s lives are gradually being affected. 
In this context, carbon reduction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ve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attention. Carbon reduction aim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slow down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and climate 
change;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ims to improve air quality, reduce the emission of pollutants, and 
avoid air pollution such as haze.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and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carbon reduction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refore, through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the goals of both can be achieved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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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温室效应、酸雨、大气、农业点源污染等环境问题与

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

的重大挑战，而通过碳减排与大气环境协同治理的途径，可

减少 PM2.5 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起到清洁空气、减污降碳

的作用，这对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脱碳目标和保护公共健康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碳减排和大气环境治理概述

2.1 碳减排
碳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战略之一，是一项复

杂而迫切的任务。其核心概念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趋

势。这一过程旨在削减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以降低全球

气温上升速度，减少气候变化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的不利

影响。碳减排可以通过采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广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加强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排放控

制、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的发展等措施，

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尤其是减少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过

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2.2 大气环境治理
大气环境污染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

污染事件。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物质包括悬浮颗粒

物（PM2.5 和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等，这些污染物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健康，引发呼吸道疾

病、癌症等。同时，大气污染物浓度过高会导致空气质量下

降，形成雾霾或酸雨。大气环境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减少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空气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

治理措施包括设立空气质量标准和排放限值、推广清洁能源

和清洁生产技术、加强工业和交通排放控制、加强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和监管，上述措施可以降低大气污染物浓度，减少

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减轻相关的医疗负担，保护生

态环境系统。

2.3 碳减排与大气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
碳减排和大气环境治理之间的协同效应是一种互动关

系，很多碳减排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例如，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乘坐低碳交通工

具，不仅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减少悬浮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污染物的释放，这种双重效益的

措施能够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挑战。另外，

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也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降低气候变

化的影响。例如，黑碳（气溶胶）、甲烷、氧化亚氮、氟利

昂等大气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些污染物在大

气中的含量很低，但对加剧全球气温升高的效果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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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少上述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可以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速度。由此可见，碳减排和大气

环境治理之间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的综合性和协作性，通过协同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降低气候变化风险，还能提高空气质量，保证人

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平衡。

3 大气环境污染现状

3.1 温室效应增加
随着能源消费的持续上升，化石燃料使用量持续提高，

导致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大量排放，形成温室效应，使大

气中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增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可能加剧温室效应，如人类生产生活中应用的化石燃料会

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超临界二氧

化碳具有吸热和隔热功能，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逐渐上

升，太阳直射到大气层的能量难以散去，空气中二氧化碳的

含量不断增加，使得全球温度不断升高。温室效应会引发一

些人体疾病，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另外，温室效应还会加

剧全球冰川的融化，使海平面不断上升，造成一些较低的陆

地消失，很多自然界的生物面临灭绝，这对人类的生存及活

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3.2 酸雨危害加剧
酸雨是由于酸性物质被大规模排放进入大气中，导致

雨雪或其他形式降水的 pH 值小于 5.6 的现象。由于工业的

持续发展，化工、钢铁、道路运输等领域排放的酸性气体不

断增加，加剧了酸雨危害。酸雨本身具有很强的腐蚀性，不

仅会对植物、金属以及建筑材料造成危害，还会伤害人类的

皮肤、衣物等，人类长期吸入这种酸性气体，将影响其呼吸

系统的健康。另外，酸雨进入土壤后，会干扰土壤的肥力；

酸雨透过土壤进入水循环系统中，还会对水源造成污染。

4 碳减排与大气环境治理的协同策略

4.1 采用低碳环保技术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低碳环保技术，来有效

减少排放。具体措施如下：①采用高效的排放控制技术。工

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能源生产等领域可以使用更先进、更清

洁的技术来减少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例如，燃煤

电厂可以采用脱硫和脱硝技术来削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的排放，同时可以提高燃煤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②采

用清洁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

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实现更加

环保的生产过程。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激励政策的方式，鼓励

企业采用可再生生产原材料，积极引导生产企业研发低碳环

保的生产技术。同时，政府可以制定能效标准，鼓励生产企

业使用清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实现

碳减排和大气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促进可持续发展。③合

理采用固体废物再生循环利用技术。工业生产会产生大量固

体废物，一般情况下，固体废物处理方式多为焚烧和填埋，

焚烧处理会产生烟气（含有大量二氧化碳、硫化物），造成

空气污染，而填埋处理会使固体废物中的有害物质渗透到土

壤中，污染土壤环境，不利于植物生长。采用固体废物再生

循环利用技术，既能减少固体废物处置过程排放到大气环境

中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也能减少处置固体废物过程中

的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从而实现碳减排和大气环境

治理的双重目标。

4.2 加强城市绿化工程建设
城市绿化工程不仅可以美化城市，而且可以提高城市

空气质量。首先，城市绿化工程通过种植绿色植物提高城市

植被覆盖率，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

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的浓度，有助于削弱温

室效应，从而实现碳减排目标。此外，植物能够吸附大气中

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降低健康风险。其次，城市中的绿地生态系统可以为野生动

植物提供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和水资源，有

助于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城市绿

化还能够改善城市气候，削弱城市热岛效应。树木的树荫和

植被能够降低城市地表温度，提供遮阴和冷却效应，减少城

市内部的热浪现象，提高居民的舒适度，这对于应对气候变

化和提高城市适应能力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加强城市绿化

工程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效益的协同策略，不仅有助于城市

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气候环境的改善。

4.3 建立协同管理制度
当下碳交易市场是主要的碳源管理途径，但这种制度

未能有效衔接区域、行业等的政策规划，因此相关部门应在

现有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支撑结构，完善碳控制机

制，实现碳源管理的目标。首先，想要协同管理，应从源头

出发。在区划控制环境与准入清单方面，应重视环境与气候

的共同约束，建立一种传导机制，使这些目标能够有效地在

更具体的规划和微观层面得以实施。同时，需要加强空间布

局、污染减排、碳减排管理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等关键排放领

域的准入、限制与禁止要求。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碳与

污染物排放同源过程的控制管理，充分运用固定源大气污染

物防治体系和温室气体减排协同的优势条件，并有效运用排

污许可证等管理机制。最后，应逐步强化二氧化碳减排的刚

性约束，针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建立地

域和行业层面的总量控制方案。对于关键领域，要运用源头

总量控制的方法，根据各领域的碳排放情况和减排需求，逐

步、有序地推动对排放总量的管控，并分阶段、分区域进行

控制。

4.4 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氢能和核能都是重

要的清洁能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不会产生温室气

体，而且能够减少对传统的高碳能源（煤炭、石油）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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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达到碳减排目标。同时，清洁能

源的使用也会释放大气污染物，能够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

降低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此外，清洁能源的技术研

发和推广也创造了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机会，有助于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传统能源的开采和使用可能涉及环境破

坏和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而清洁能源则具有更小的环境

风险，其资源广泛分布，可以提高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4.5 鼓励低碳出行
现代城市面临着交通拥堵、尾气排放和噪声污染等问

题，这些问题对大气环境和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建设更为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增

设交通基础设施，推广低碳交通工具。采用可持续的出行方

式，可以提高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交通拥堵，缓解大

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推广低碳交通工具是降低温室气体

排放的有效途径，传统燃油车辆的碳排放是主要的温室气体

来源，因此推广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辆以及其他低碳交通

工具，有助于减少道路交通的碳排放，降低碳足迹。另外，

鼓励低碳出行，如步行、骑行和共享出行，也是协同策略的

一部分。这些出行方式不仅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还有益于

身体健康，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

4.6 建立大气污染监测与监管机制
建立有效的大气污染监测与监管机制在碳减排和大气

环境治理协同策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大气污染监测与监管

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和评估大气污染问题，通过使用高质量的

监测设备和技术，环保部门能够监测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

包括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便于及早发现并

应对突发的大气污染事件，降低健康和环境风险。通过监测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政府和企业能够了解碳减排措施的实际

影响，并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这种可追踪性有助于实现碳

减排目标，为减排决策提供依据，增强社会的环保意识。建

立大气污染监测与监管机制还能够提高治理的精确性和效

果，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分析，环保部门能够更好地了

解污染源和排放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措施，从而优

化资源分配，确保治理措施的有效性，降低治理成本。

5 结语

碳减排与大气环境治理的协同策略是应对气候变化和

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路径。通过政策、任务和机制的协同，

能够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降低大气污染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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