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应对气候变化2022年行动计划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一、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

1 目标任务

切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全市及各区碳排放强度同比下降

3%左右。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交通委

市城市管理委

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

2
完善应对气

候变化法规

标准体系

推动《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的修订

工作;开展本市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调研。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

推进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低碳试点评

估方法等制修订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

3
构建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

体系

按照国家部署和本市要求,推动出台本市碳

达峰碳中和系列政策文件,确定重点领域减

碳目标任务,推动产业和能源低碳转型,切实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效减缓气候变化。

6月底前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城市管理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交通委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市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4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4

健全温室气

体排放监测

统计核算体

系

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基础,编制市级

排放清单,完善碳排放统计体系。探索碳排

放分析快报机制。研究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监

测。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统计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5

强化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

目标责任考

核机制

强化碳排放控制目标约束作用,完善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研究制定“十四五”
时期碳排放控制考核方案,并继续纳入市政

府绩效管理体系。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统计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三、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

6
构建绿色低

碳产业体系

加快推动科技含量高、能效高、碳排放低的高

精尖产业发展。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

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基建、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严格执行新建数据中心能效

标准,推动高能耗数据中心改造。

年底前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相关部门

—
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7
推进能源高

效低碳利用

大力开展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严控化石能

源消费总量,万元GDP能耗下降率达到国家

要求。
年底前 市发展改革委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大力发展本地

热泵、光伏系统,科学开发利用中深层地热供

暖,适度发展风电。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10万千瓦。提高绿色电力应用规模,
全市外调绿电继续增长,可再生能源消费占

比持续上升。新增能源消费优先由可再生能

源提供。

年底前
市发展改革委

市城市管理委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相关部门

8
促进建筑领

域低碳化

加快制修订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超低能

耗公共建筑设计标准。落实建筑节能减碳工

作方案,新建政府投资建筑按照超低能耗建

筑标准建设;加强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
力争累计推广超低能耗建筑150万平方米、
完成750万平方米非节能公共建筑节能绿色

改造。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9
创建绿色智

能供热体系

推进既有燃气供热系统“零碳”改造示范。完

成2000万平方米既有建筑智能化供热改造,
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供热面积持续增长。

年底前

市城市管理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
6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0
加强城市交

通体系建设

扎实推进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中
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力争达到74.6%。推

进运输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公转铁”。
年底前 市交通委

市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11
控制农业温

室气体排放

积极发展低碳农业、智慧农业,提升低耗高效

农业设施比例。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化
肥施用总量继续下降,减少甲烷、氧化亚氮等

温室气体排放。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12
控制其他温

室气体排放

提升对甲烷、六氟化硫、氧化亚氮、全氟化碳

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理能力。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四、强化碳市场和低碳试点示范引领作用

13
完善本市碳

排放权交易

机制

开展年度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工作,优化工作

流程,完善行业配额核算方法,强化重点碳排

放单位减碳责任,加大综合执法力度,组织完

成年度履约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7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4
积极参与全

国碳市场建

设

按照国家要求,组织本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

发电、石化、水泥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完成数

据报送和核查工作,确保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按期完成履约。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全力推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承

建工作,参与制定交易规则,完成管理系统建

设,组织开展交易,服务全国碳市场履约。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金融监管局

通州区政府

15
完成北京冬

奥会碳中和

承诺目标

积极落实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方案和碳中和

实施方案各项任务,组织做好赛时场馆的低

碳运行管理和低碳能源、低碳交通技术示范,
将北京冬奥会打造成为大型活动碳中和示

范,并做好宣传工作。

6月底前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

市园林绿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16
开展低碳试

点示范

研究制定低碳试点建设方案。选取减排潜力

较大、基础较好的项目,开展减污降碳技改试

点和低碳区域、园区示范,打造一批示范项目。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五、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17
提升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

坚持全域多层次增绿固碳,以提升林业碳汇

为重点,提升园林绿地碳汇能力。2022年度

全市森林资源碳汇能力增加20万吨,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44.8%。提升农业碳汇能力,
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开展土地综合治理,增加

土壤有机碳储量。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农业农村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8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8
提升城市极

端气候应急

处置能力

开展气候脆弱性风险识别与灾害评估。强化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报预警机制,提升

气候变化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年底前

市应急局

市城市管理委

市气象局

市相关部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19
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30%的建成区实现70%
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水务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六、保障措施

20
加大科技支

撑力度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开展碳中和路

径研究、碳排放管理政策制度及管理支撑技

术研究等,支持开展有关储能、电网、材料、氢
能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低碳技术开发研究。

年底前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1
强化资金支

持

加强财政资金对低碳领域政策制定、技术推

广、试点项目的支持。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
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绿

色低碳转型。

年底前

市财政局

市金融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9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22
拓展宣传渠

道

组织环境日、低碳日等宣传活动,利用多种渠

道和方式,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力度。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委宣传部

推广高效低碳绿色产品,利用碳普惠等形式,
引导市民逐步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理念,培养绿色消费习惯。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委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23
开展交流合

作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国际

大都市清洁空气和气候行动论坛,在国际平

台讲好北京故事。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政府外办

24
加强能力建

设

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社会公

众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知识的培训力度,将
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

容,切实提升推动低碳发展的本领。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

—
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