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

10 月 26 日至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提出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的新目标，并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具体部署，为新时代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
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2

中国提出力争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
和目标，并宣布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3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2 月 12 日，气候雄心峰会在《巴黎协定》达成 5 周年之际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启动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的编制工作，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关
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努力实现新的气候变化
中长期目标任务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于 8 月启动。7 个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北京、天津、浙江 3 省 (市)及中国铝业、中国建材 2 家央企开展督察
进驻，并对国务院 2 个部门国家能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探讨式督察试点，共受理转
办群众举报 1.05 万余件。在督察过程中，督察组坚决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服务

“六稳”“六保”，强化精准督察、科学督察、依法督察，把握督察方向和重点，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开展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务院
有关部门纳入督察试点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
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多方共治、市场导向、依法治理等 4 个原则，到 2025 年，建立健全环境治
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
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
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5

2020年国内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2020年国内十大环境新闻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护法》，并
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长江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9 章，共 96 条，是我国第一部流域保
护的专门法律。《长江保护法》确立了绿色发展理念，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针对长江特点
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流域协调机制，强化政府管理责任；推进流域休养生息，实施“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禁止生产性捕捞和禁渔；加强长江资源保护，推行生态保护补偿全
覆盖，完善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最严格法律责任，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标志着长江大保护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长江保护法》揭开母亲河保护新篇章7

自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
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海关总署等 14 个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通过深化进口管理制度改革、
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加大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力度，全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如期
实现 2020 年底前固体废物零进口的目标。同时，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此外，2020 年 4 月 29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新《固废法》突出问题导向，健全长效机制，确立“国家逐步实现固体
废物零进口”“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等制度，明确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如期实现8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生态环境部坚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做到“两个紧
盯”，不断强化重点地区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等相关环境监管和服务措施，加强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应急监测，保障了生态环境安全。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六稳”“六
保”，实施环评审批和监督执法“两个正面清单”，3.5万个建设项目环评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
8.4万余家企业纳入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有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加快恢复。

生态环境部建立环评审批和环境执法“两个正面清
单”，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复工复产6

6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共同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历经 3 年达到既定目标，掌握了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和排放情况，建立
起信息数据库，对于摸清国情意义重大。《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快速改善，污染治
理能力显著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同口径相比，
2017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分别下降了72%、46%和34%。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9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实现全覆盖10

2020年国际十大环境新闻

9 月 30 日，联合国举行历史上首次生物多样性峰会。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峰会
诸多重大进程不得不推迟，但各方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显著增强。此次峰会为 2021
年各方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积聚了力量。COP15 计划 2021 年在中国昆明举办。中方表示，虽然受疫情影
响，但 COP15 各项工作仍稳步有序推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物种
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
险。联合国举办生物多样性峰会，大家共同探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课题，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联合国举行首次生物多样性峰会，为2021年各
方在COP15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凝聚共识

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广受关注，联合国多次强调其重要性。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认为，城市应该追求绿色、有韧性和包容的经济复苏。通过专注于生态
转型和创造就业，经济刺激计划能使经济增长朝低碳和有韧性的方向发展，将进一步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呼吁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大力促进清洁和绿色发
展。联合国相关报告数据显示，到 2030 年气候行动能够撬动 26 万亿美元的经济效
益，创造超过 6500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联合国倡议经济绿色复苏，呼吁各方促进清洁
和绿色发展

美国在《巴黎协定》上“一退一入”，应对气候变化
立场出现转变

2020 年，欧盟持续推行绿色新政。1 月，推出欧洲绿色新政投资计划和公正转型
机制。5 月 20 日，提出“欧盟 2030 生物多样性战略”。5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名
为“欧盟下一代”的全面复兴计划，着力推行绿色新政和提升应对危机的韧性。这是
目前欧盟规模最大的绿色经济刺激方案，以提高建筑能源效率、减少煤炭发电、逐步
淘汰燃油汽车等，助力欧盟加快实现 2050 年“零排放”目标。

欧盟持续推行绿色新政，助力2050年“零排
放”目标

中非环境合作中心成立，南南合作迈上新台阶

2020 年，多国提出“碳中和”时间表。3 月，欧盟提交《欧洲气候法》草案，以立法
形式明确欧盟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9 月，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0 月，日本、韩国宣布到 2050 年实现碳
中和。此外，加拿大、南非、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纷纷提出减排目标。

多国提出“碳中和”时间表，全球气候行动加速
推进

10 月 15 日，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净化后排入海洋，引起
国际社会广泛争议。11 月 16 日，英国《科学报告》杂志发布一项研究成果，2013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的 6 年间，在福岛核电站周边的多个地方连续检测出放射性物质
氚，都超过自然标准浓度。12 月 20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正就福岛第一
核电站不断增加的含有氚的污水处置问题与日方磋商，并表示将随时应日本政府要
求，派遣专门监测小组赴日以解决人们对环境影响的担忧。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引争议，国际原子能
机构将应邀派专门小组赴日

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3 个年份之一，联合国认为全球正处于“气候灾难”
的边缘。1 月 5 日，澳大利亚堪培拉山火肆虐，造成大量袋鼠、考拉等动物死亡。数据
显示截至 12 月初，2020 年美国共发生 52934 起山火，烧毁了 14905 平方英里土地，数
以千计的建筑物被焚毁。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发生创纪录的火灾，过火面积
达到总面积的 1/10。日本九州、法国尼斯、菲律宾黎刹省、中国南方等全球多地区因
极端天气遭遇持续性强降水，部分地区遭遇洪水灾害。

山火、洪水等极端天气令全球处于“气候灾难”
边缘

2020 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塑料污染，各国陆续制定出台禁限令。1 月 1 日，法国
通过《能源转型促进绿色增长法》的禁塑部分法令，规划了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产品
的路线图。1 月 16 日，中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在全国范围
内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3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新
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对包装、建筑材料和车辆等关键产品的塑料回收含量和废物
减少措施制定强制性要求。7 月 1 日，日本要求全国超市和便利店等零售店开始实施
有偿提供塑料袋的规定。

各国高度关注塑料污染，陆续制定出台禁限令

中德欧领导人举行会晤，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
候高层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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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启动。启动中非环境合作中心，
既是促进中非共同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和丰富
中非环境合作内涵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非在流域管理、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旱地
农业的可持续管理、荒漠化防治等领域深化合作，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状况得到有效改
善、内罗毕居民获得更安全的饮用水，撒哈拉沙漠生态环境和沙漠化数据库建立等都
见证了中非在环境领域合作的硕果。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生态
环境部部署开展了全国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作，历时 4 年，经历“摸、排、分、清”
四个阶段，出台了 75 项规范，建成了统一的全国排污许可信息化平台。2020年底，全国全面完
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273.44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范围，核发排污许可证33.77万张，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3.15万家、排污登记表236.52万家。
2020年12月9日，国务院第117次常务会议通过《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9 月 14 日，中德欧领导人共同举行视频会晤，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中欧
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机制，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
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释放中欧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推进数字合作的积极信
号。会晤旨在发挥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深化中欧环境与气候务实合作，使绿色合作
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亮点、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污染
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9 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阶段性目标任务超额圆满完成，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11 月 4 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成为第一个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但
随着 2020 年底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出现转变。拜登承诺
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提出一系列改善气候和环境问题、推动能源革命的措施，包括组
织召开一场全球气候峰会，计划在4年任期内投两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使美国电力行
业在 2035年前实现碳中和，推动美国在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2021年 1月 20日，拜
登在总统就职首日签署行政令重返《巴黎协定》，2月19日美国再度成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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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
召开，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任务。

2020 年
底前固体废物
零进口的目标
如 期 实 现 。
2021年1月1
日起，我国禁止
以任何方式进
口固体废物。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
过《长江保护
法 》，并 于
2021年3月1
日起施行。

世界各国
高度关注塑料
污染问题，陆
续制定出台禁
限令。

11月24日，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在中国北京正式启
动，南南合作迈上新台阶。

9月30日，联合国举行首次生物多样性峰会，为2021
年各方在COP15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凝聚共识。

联合国
倡议经济绿
色复苏，呼
吁各方促进
清洁和绿色
发展。

开展第二
轮第二批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以生态
环境高水平
保护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