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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
推动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以太原市上兰村为例

　 许少博ꎬ 冯子龙ꎬ 廉博渊　
(中北大学软件学院ꎬ 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５１)

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ꎬ 尤其是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ꎬ 无形中加剧了我国农业、 农

业经济面临的挑战ꎮ 研究旨在通过促进节能减排、 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 农村绿色转型等措施ꎬ 讨论如

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ꎬ 实现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经济体系和谐以及社会结构的长远发展ꎮ 文章采用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ꎬ 包括文献综述和数据分析ꎬ 创新性地提出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ꎬ 将气候变化

适应性措施与农村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在一起ꎬ 为农村提供了一套可持续发展路径ꎮ
关键词: 乡村振兴ꎻ 气候变化ꎻ 绿色低碳ꎻ 技术创新与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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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ꎬ 农村地区面临

着生态破坏、 农业生产受影响等多重挑战ꎮ 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ꎬ 促进绿色低碳乡村发展ꎬ 对维护

生态平衡、 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 在全局工作中ꎬ 将生态文

明建设置于优先地位ꎬ 并全面强化其建设进程ꎬ
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协同治理与整体优化ꎮ[１] 文

章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ꎬ 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ꎮ 基于生态学、 经济学、 政策学等多学科

理论ꎬ 认为气候变化对乡村的多方面的ꎬ 为此主

题为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 促进农村绿色低碳发

展”ꎬ 通过技术创新ꎬ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ꎬ 碳排放

减少ꎻ 通过政策引导ꎬ 推动农村地区向绿色低碳

方向发展ꎬ 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ꎮ 采用文

献分析、 案例研究、 定量模型等多种方法ꎬ 气候

变化对农村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ꎬ 评估不同应对

策略的效果ꎬ 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ꎮ 预期提出一

套全面、 系统的农村绿色低碳发展路径ꎬ 为政府

决策和农业生产实践提供科学依据ꎮ

２　 气候变化概述

２１　 气候变化对乡村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多

层次的特点ꎮ 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对农村生态环

境造成了显著影响ꎮ 例如ꎬ 不断的洪涝和干旱既

破坏了农田基础设施ꎬ 又干扰了农作物的正常生

长周期ꎬ 而且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失衡ꎬ 引发农业

生产的风险ꎮ 道德ꎬ 具体表现为农田基础设施遭

到破坏ꎻ 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会破坏农田的排水

系统ꎬ 冲毁道路和灌溉设施ꎬ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ꎻ
农作物生长受阻ꎻ 干旱让土壤中的水分减少ꎬ 导

致农作物缺水ꎬ 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ꎬ 对农作物

的生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ꎮ 而洪水则可能导致农

作物被淹没ꎬ 造成病虫害ꎻ 生态系统失衡ꎻ 极端

天气事件还可能导致湿地面积减少、 生物多样性

下降、 生态系统功能受损ꎮ 其次ꎬ 全球气候变化

导致的气温升高和降水格局变化ꎬ 对农村地区的

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严重影响ꎬ 这包

括水资源短缺、 土地退化和农业病虫害增多等ꎬ
这些都对农村生态环保提出了严峻挑战ꎮ 最后ꎬ
气候变化也威胁着乡村的生物多样性ꎬ 这可能导

致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服务下降ꎬ 乡村生态环境

稳定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减弱ꎮ
２２　 相关政策

为了全面推进农村振兴和应对气候变化ꎬ 打

造技术领先平台ꎬ 实现机制间协同配合ꎬ 提供精

准服务ꎬ 构建坚实保障体系ꎬ 中国政府制定了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农村振兴气象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计划»ꎬ 旨在打造农村振兴气象服务体系的全面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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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ꎮ 方案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振兴和

气象工作的重要思想ꎬ 全面体现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的主旨精神ꎮ 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农村振兴气

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ꎬ 强化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减

灾能力ꎬ 并推动农业气象服务向精细化方向发展ꎬ
以更好地服务农村振兴战略ꎬ 满足农村振兴多元

化、 高质量的需求ꎬ 以确保气象服务更好地适应

和满足乡村振兴的多样化需求ꎮ 同时ꎬ 该计划还

重点围绕深化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研究ꎬ 提升

农村振兴气象服务的科技支撑ꎬ 同时不断完善和

优化相关体制机制ꎬ 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挑战ꎬ 促进农村振兴气象服务工作上台

阶、 上水平ꎮ
２３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多方

面措施ꎬ 涵盖监测、 统计、 监管、 宣传教育、 环

境影响评价和国际履约等多个领域ꎬ 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ꎮ
一是加强领导和机制建设为确保环保系统各

部门各单位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责任务ꎬ 环保

部在加强领导和机制建设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ꎮ
具体而言:

(１) 要明确职责分工ꎮ 环保部在内设机构改

革中ꎬ 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管理部门和与之相关的

司局进行了明确分工ꎬ 确保各司局、 各单位对各

自分管的工作和承担的任务都心中有数ꎬ 这样的

明确分工对提高工作效率、 避免职责不明造成工

作推诿扯皮都是有一定帮助的ꎮ
(２) 要成立专门机构ꎮ 环保部专门成立应对

气候变化的工作机构ꎬ 主要职责是协调组织有关

工作ꎬ 这个机构的成立既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的领导ꎬ 又为各部门之间提供了沟通协作的

平台ꎮ
(３) 要制定详细的方案ꎮ 环保部制定了详细

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ꎬ 对每一项工作都明

确了具体的目标、 时间表、 责任人ꎬ 各部门各单

位通过这些方案能够把工作开展得更有针对性ꎬ
能够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ꎬ 能够起到保障作用ꎮ

(４) 加强培训和宣教ꎮ 环境保护部还加强了

各部门、 各单位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的

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ꎬ 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 研

讨会、 专题讲座等形式ꎬ 确保全员及时掌握最新

政策、 最新知识ꎬ 切实做到家喻户晓ꎬ 人人皆知ꎮ
二是注重协同控制ꎮ 我国采取了多项措施ꎬ

注重协同控制ꎬ 通过强化环境监管ꎬ 落实了管理

减排、 技术减排和结构减排三大措施ꎬ 以实现环

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ꎬ 取得了明显

成效ꎮ
(１)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明显下降ꎮ
①化学需氧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底ꎬ 我国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较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１２ ４５％ꎮ

图 １

②二 氧 化 硫: 同 期ꎬ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下

降 １４ ２９％ꎮ
提前达标: 这些减排目标不仅提前完成ꎬ 而

且超额达成ꎬ 显示了我国在环保事业上的显著

进步ꎮ
(２) 协同效应ꎮ
①常规污染物减排: 通过这些措施ꎬ 有效降

低了常规污染物的排放ꎬ 同时空气质量得到改善ꎬ
保障了公众身体健康ꎮ

②温室气体减排: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积

极的协同效应ꎬ 对改善环境质量起到了进一步的

推动作用ꎮ
三是以 ＣＤＭ 促进了温室气体减排ꎮ 为有效应

对气候变化ꎬ 我国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
促进温室气体减排ꎬ 在环保部门的支持下ꎬ ＣＤＭ
项目已经积极开展ꎬ 涵盖领域广泛ꎬ 具体包括以

下方向ꎮ
(１) 项目覆盖领域广泛ꎮ
①化工: 改进生产工艺ꎬ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ꎮ
②风力发电: 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ꎬ 让其

替代传统化石能源ꎬ 降低碳排放ꎮ
③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垃圾填埋

气ꎬ 减少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ꎮ
④工业废能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工业生产过

程中的余热、 废气等ꎬ 实现能源效率的提高ꎮ
⑤生物质: 合理使用生物质可以替代传统能

源ꎬ 使碳排放量降低ꎮ
(２) 项目减排效果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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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减排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底ꎬ 经过联合国清

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ＣＤＭ) 批准并签发的项

目ꎬ 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约 ９６００ 万吨ꎮ
②占比: 项目占到同期我国签发总量的 ３６％ꎬ

占到全球签发总量的 １９％ꎮ
③贡献: 项目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实质性

的贡献ꎬ 展示了中国在国际环保合作中的积极

态度ꎮ
四是积极探索低碳产品认证体系ꎬ 促进绿色

消费和低碳发展ꎮ 以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为基础ꎮ
具体措施及成果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 低碳产品标准的制定:
①标准发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我国发

布了多个领域的 ５ 项环境标志低碳产品标准ꎮ
②标准内容: 这些标准规定了产品的环保性

能要求ꎬ 特别强调了产品的低碳排放特性ꎬ 确保

消费者购买到真正环保、 低碳的产品ꎮ
(２) 认证产品的推广ꎮ
①企业参与: 共有 １６ 家企业的 ７２８ 个产品通

过了低碳产品认证ꎬ 符合环保要求ꎬ 具有较低的

碳排放水平ꎮ
②市场影响: 认证的产品得到了消费者的认

可ꎬ 很好地促进了绿色消费的发展ꎬ 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竞争能力ꎮ
(３) 国际合作ꎮ
①签署备忘录: 环保部门与国际合作伙伴签

署合作备忘录ꎬ 在低碳产品认证方面不断加强国

际合作与技术交流ꎮ
②共享经验: 通过国际合作ꎬ 我国可以借鉴

低碳产品领域国际先进认证经验和标准ꎬ 使得自

身认证体系进一步完善ꎮ
(４) 消费者教育ꎮ
①宣传推广: 环保部门应通过多渠道宣传低

碳产品的意义和标准ꎬ 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ꎬ
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ꎮ

②教育培训: 定期举办培训和讲座ꎬ 向企业

和消费者普及低碳产品的知识和认证流程ꎬ 增强

社会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持、
五是利用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

的认识ꎮ 通过电视、 广播等大众传媒广泛宣传气

候变化知识ꎬ 与新华社合作推出环境资讯栏目

«环境»ꎬ 组织拍摄并播出首部环保题材儿童电视

剧 «星际精灵蓝多多»ꎬ 在 «世界环境» 杂志开

设气候变化专栏ꎬ 开展各类主题宣传和展览活动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六五” 世界环境日期间ꎬ 设计制作

了 “低碳减排绿色生活” 主题宣传画ꎬ 并向多

个部门和单位发放了万余幅宣传画ꎮ 同时ꎬ 组织

编制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教材和社区宣传资料ꎬ 通

过各类活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工作ꎬ
完成了 ３０００ 户家庭的碳排放调查ꎬ 共同发起了低

碳环保的 “地球一小时行动” 和宣传活动ꎮ[４]

图 ２

３　 农村绿色低碳

３１　 乡村振兴低碳概念

(１) 依托农村振兴战略ꎬ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ꎬ 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的显著成效ꎮ
针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ꎬ 更应抓住产

业扶贫的机遇ꎬ 发挥后发优势ꎬ 把碳减排作为农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ꎬ 确保实现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的同时ꎬ 促进经济脱贫ꎮ
(２) 随着能源结构加快调整的大趋势ꎬ 应同

步推进农村能源供应方式的新升级ꎬ 我国一直致

力于优化能源结构ꎬ 尤其是农村地区ꎬ 推进冬季

取暖方式 “清洁化” 改造ꎬ 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至

关重要ꎮ
(３) 要借助当前防治污染攻坚战的有利形势ꎬ

为实现农村环境保护管理更加高效科学ꎬ 把碳减

排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核心任务ꎬ 抓紧时机ꎬ 推

动农村监管方式创新升级ꎮ
３２　 农村绿色低碳的原因

(１) 应对气候变化ꎮ 气候变化是一项严峻挑

战ꎮ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ꎬ
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ꎬ 缓解气候变化的速度和

程度ꎮ
(２) 促进经济发展ꎮ 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等方

式发展低碳经济ꎬ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能源

利用效率提高ꎬ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３) 提高生活质量ꎮ 通过技术创新、 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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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手段ꎬ
实现低碳经济ꎬ 通过低碳交通、 低碳建筑等方式ꎬ
实现对环境污染的降低和生活质量的改善ꎮ

(４) 保护生态环境ꎮ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ꎬ 要

注意保护生态环境ꎮ 低碳经济强调绿色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ꎬ 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ꎬ 保护自然资

源和生态平衡ꎮ
(５) 推动社会进步ꎮ 低碳经济倡导生活方式

绿色、 消费理念低碳ꎬ 有利于培养公众的环保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ꎬ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ꎮ
３３　 实现低碳生活

(１) 节能减排ꎮ 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是低碳

生活的核心ꎮ 在日常生活中ꎬ 合理使用电器设备ꎬ
避免长时间开启ꎮ 此外ꎬ 减少机动车的使用ꎬ 选

择公共交通工具、 自行车或步行出行也是有效

途径ꎮ
(２) 绿色消费ꎮ 在选购商品的时候ꎬ 要选择

环保无污染的产品ꎬ 例如无磷洗衣粉等ꎮ 同时ꎬ
避免购买过多的食物和衣物ꎬ 尽量根据需要购买ꎮ

(３) 节约用水和用电ꎮ 水是生命之源ꎬ 电是

生活所需ꎮ 我们应该避免浪费水和电资源ꎮ
(４) 减少垃圾产生ꎮ 垃圾处理不当会对环境

造成严重影响ꎮ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ꎬ

合理分类垃圾ꎬ 将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分

开处理ꎮ 同时ꎬ 回收利用废纸、 塑料瓶等可再生

资源ꎬ 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ꎬ 如塑料袋等ꎮ
(５) 推广可再生能源ꎮ 可再生能源是清洁、

低碳的能源ꎮ 我们可以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

能电池板ꎬ 利用太阳能发电等ꎮ
(６) 植树造林ꎮ 植树造林能使绿化植被覆盖

面积增加ꎬ 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ꎬ 降低温室效

应ꎮ 要积极参与到植树造林活动中来ꎬ 保护好森

林资源ꎮ
(７) 提高环保意识ꎮ 提高环保意识是实现低

碳生活的关键ꎮ 我们应该关注环境问题ꎬ 了解低

碳生活的重要性ꎬ 积极参与当地的环保活动ꎬ 如

清洁公园、 植树造林等ꎮ

４　 应对气候变化ꎬ 推动农村地区的绿色转型

(１) 推广可再生能源ꎮ 在农村地区推广使用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ꎬ 减少对

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ꎮ
(２) 优化农业生产方式ꎮ 推广生态农业、 有

机农业等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ꎮ
(３) 发展循环农业ꎮ 推广秸秆还田、 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等技术ꎮ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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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ꎮ 加大农村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ꎬ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ꎮ
(５) 提升农民环保意识ꎮ 通过宣传教育、 培

训等方式ꎬ 增强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技能ꎮ
(６) 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ꎮ 政府要通过出台

政策鼓励农村的绿色转型ꎬ 比如对农村企业绿色

改造提供财政补贴等ꎬ 鼓励企业、 个人从事农村

绿色改造ꎮ
(７) 强化科技创新和支撑ꎮ 加强农村绿色转

型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ꎬ 提高科技创新对农村

绿色转型的支撑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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