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员 COE 报告

一、设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气候可持续发展碳金融经济转型示范

区》，提供“1.5℃增温控制示范区”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1、方案思路： 引入气候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碳排放、碳金融管理系统，

采用 PPP+基金+CCER+CDM+EMC 的投资建设模式，从顶层设计上，示范园区建设

与气候可持续发展碳金融区域经济转型相结合，进行项目全流程碳资产运营综合

管理，挖掘全区域环境效益，完善气候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转型的运营与布局。

2、方案要求：从顶层设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际操作

模式，示范园区建设要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和陆地生态系统、淡水资源的保

护和修复,以及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农业和食品系统安全、完善绿色基

础设施、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为内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方案目的：实施全区域 CCER 开发，存储碳排放指标，建立碳金融体系、

建成碳金融经济转型示范园区，建成零碳排放经济转型示范园区。

二、设计《气候变化与新新基建协同发展模型》，为全球区域经济整体良性

发展提供可操作方案

1、“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气候可持续碳金融经济转型示范区建设

2、全球升温 1.5℃控制区建设

3、县域 GEP、CCER、碳普惠开发

4、森林生态系统更新建设

5、国土空间一张图工程

6、区域数字化城市建设

7、中小企业数字化提升建设

三、示范区拟实现三大总体目标

建设区域“气候可持续发展碳金融经济转型示范区”，推动中国政府财政模



式转型升级，以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际操作典型示范区

2、“绿水青山”GDP 财政模式，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模式的示范

区

3、开展能源革命试点建设，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90%

以上

示范区固碳能力计算依据：

2011 年，中科院“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课题启动，来自中科院、高校、

部委所属 35个研究院所的 350 多名科研人员，系统调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森林、草地、灌丛、

农田）碳储量及其分布，调查样方 1.7 万多个、累计采集各类植物和土壤样品超过 60万份。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减缓二氧化碳浓度升

高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从“来源”做起——节能减排；从“去向”考虑——增加生态系统固碳。

通过对以往各种研究结果的整合，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0—1m 土壤有机碳和无机碳储量分别

为 93.9PgC 和 61.2PgC（1Pg=1015g=103Tg=10 亿吨），陆地植被碳储量约为 14.9PgC；其中，森

林植被约为 7.8PgC、草地植被约为 2.1PgC、灌丛植被约为 3.4PgC，农田植被约为 0.95PgC，荒

漠植被约为 0.49PgC，湿地植被约为 0.25PgC。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0—1m 土壤有机碳 9781 吨/k ㎡,无机碳 6375 吨/k ㎡。

“绿水青山”GDP 财政模式例证：

“绿水青山”GDP 财政模式，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模式：

四川省森林蓄积量 18.1 亿立方米，固碳量 18.1 亿立方米*1.83 吨/立方米=33.12 亿吨

效益：33.12 亿吨*50 元/吨=1656 亿元

四川省 2018 年 GDP40678.1 亿元，GDP 增长.1%。

四、气候经济学架构，打造碳金融体系



五、业务领域

六、产品及服务领域

1、全球全球控温全球 1.5℃目标中国方案设计、建设、运营

2、零碳中国建设、运营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气候可持续发展碳金融经济转型示范区项目

开发、建设、运营

4、生态系统总体开发、建设、运营（新新基建）

5、气候变化卫星综合检测管理平台

6、碳金融产品系列开发与交易：CCER、CERs、CDM、JI、VER、ET、PHCER、

GEP

7、碳中和、碳抵消

七、示范区建设主要流程

1. 进行项目区温室气体排放盘查与排放清单编制/核查碳存储库资源及潜

在重点排放源

2. 建设区域碳金融体系

3. 进行全域 CCER 开发

4. 制定项目区规划、投资、建设、运营模式

5. 确立项目区营运推广模式及收益



八、示范区推广/收益模式

1、推广模式

气候可持续发展(气候适应性、生物多样性)+碳金融经济转型+区域产业碳

金融经济转型+零碳城镇建设、改造+生态系统固碳增汇

气候可持续发展+碳金融+光伏/生物质能/风电/+基金+债券+资产证券化+

合同能源管理

2、收益模式

产业收益、CCER 收益、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风电、收益、基金收益、

资产证券化收益、合同能源管理收益、生态环境资产收益。

九、共享经济模式

碳金融领航发展，商业和可持续发展，参与方各有收益，共建共享



十、项目盈利点

十一、商业模式特点

十二、总部规划

周唐中国总部规划占地面积 350 亩，投资规模 30 亿元（其中应急产业化基

地 300 亩，投资规模 20 亿元），年产值 150 亿元、年税金 15 亿元。包括：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气候变化发展研究院、气候变化应急管理研究院、气候

变化系统综合平台、碳普惠制创新平台、气候变化项目投融资管理平台、气候应

急管理平台、气候变化及智慧城市数据中心、绿色产品期货交易中心、气候应急

功能材料产业化基地、气候应急传感器研发及中试基地等。



1、大秦岭天地一体化气候变化综合环境监测、检测、预警系统中心平台

融合“碳金融+卫星立体互联网+气候环境治理+实体产业”，集成 11 项技术

专利、16 个项目领域、11 项技术应用系统、4大监测、检测平台、5项研究课题、

9大建设目标，实施天地一体化的气候环境监测保护技术，跨学科、全方位、多

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人居、生态环境等带来的影响；

开发其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化预测、预警与管理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科学、完善的应对措施，建成全球首创的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试验、

示范园区。

2、气候应急管理平台

气候变化安全应急管理平台，由卫星遥感天地空间立体安全预警综合平台和

应急综合管理系统协同，为城市应急管理、国内重大项目、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技

术、产品、零部件、终端应用及系列配套服务。平台集历时六年基础研发成果，

包括固体发光等应急材料研发、应急综合管理系统、应急材料中试生产、终端传

感器研发及中试。

3、应对气候变化碳普惠制创新平台

碳普惠制是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

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首创正

向引导机制；旨在普及低碳知识，推行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推广使用低碳产品、

技术。

碳普惠制的推广及运营将惠及公众、企业及环境，体现低碳权益、人人共享，

推动建立低碳消费拉动低碳生产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从需求侧促进供给侧产品技

术创新升级，实现低碳的价值传递，延伸碳交易市场，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



同建设低碳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局面。

4、气候应急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气候应急功能材料产业化基地：

固体发光材料、低碳排放固体照明材料，集低碳固体照明、装饰装修、应急

安全三大功能于一身，可以将光能储存起来，夜间黑暗时自动发光，光能实现二

次再利用。这种储存起来的光能（源）用于切换、替代有源照明的部分照明时间，

可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气候应急传感器应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应急综合管理平台与产业化基地与天地一体化气候变化环境监测、检测预警

系统子平台相互间中继链接，应急终端传感器研发、生产。

5、气候产品期货交易中心

建成全球气候产品交易中心、全球气候产业核心交易枢纽、全球气候金融创

新平台

为温室气体、节能量及其相关指标、主要污染物、能源权益化产品等能源及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环境权益现货及其衍生品合约交易提供交易场所及相关配套

服务

为碳抵消项目、节能减排项目、污染物减排项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能源

及环境权益投资项目提供咨询、设计、交易、投融资等配套服务

6、应对气候变化及智慧城市数据中心

大数据 5G 时代的来临，解决了通信速度与距离难题，海量数据快速增长，

基于 IPFS 的分布式存储数据中心比传统集中式数据中心更可靠、更安全、更快

速、更经济，规划在全国布局 200 个分布式存储数据中心，项目结合大数据、区

块链、云存储，创新产业经济，融合智慧数字城市建设和气候变化碳金融经济转

型示范区建设，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建立全球气候变化数字模型，更好的服务

于新时代社会建设。



十三、项目成果

十四、周唐五年规划



十五、全球合作伙伴招募

1、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员提供碳中和、碳抵消项目合作基地；

2、招募海外总部基地合作伙伴；

3、招募中国总部基地合作伙伴。

十六、项目知识产权著作权优先权声明

1、项目全部碳金融商业模式及顶层设计，均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独家享有知识产权及著作权和申请的优先权。

2、参与项目的所有合伙人，均有义务遵守本声明第一条的权利要求。

3、本声明条款适用于国际知识产权及著作权申请的优先权条款，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有关知识产权及著作权申请的优先权条款的保护。

4、未经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授权、许可，任何机构、企业、个人，

均不得擅自使用和复制、模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的碳金融商业模式以及

顶层设计，进行相关项目及商业活动。

5、本项目的知识产权及著作权、申请的优先权条款的使用、保护、修改、

解释权归属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产业联盟

2020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