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首部气候立法10月1日施行

2025年10月1日，杭州市首部气候变化应对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一立法
不仅是浙江省内首部聚焦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法规，也是杭州在建设“生态文明之都”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条例的出台，响应
了国家“双碳”战略，旨在通过法治化手段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绿色转型及生态系统保护，为杭州实现2030年前碳达
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条例共计七章四十八条，涵盖气候变化应对的各个关键领域，包括碳排放控制
、绿色能源推广、低碳交通发展及公众参与机制等。其核心内容围绕“减排、增绿、转型”三大主题展开，明确了政府、企业
和市民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与义务。例如，条例要求到2027年，杭州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到30以上，公
共交通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至75。同时，针对重点行业，如钢铁、石化和制造业，规定了严格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和节能改造要
求，以推动产业向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在条例中特别强调科技赋能气候治理。依托阿里
巴巴、网易等本土科技巨头，杭州计划建设全国领先的碳排放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追踪全市碳足迹。此
外，条例鼓励企业研发碳捕集与利用技术，并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力争到2028年形成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碳技术成果。这些举措不仅助力杭州自身减排，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杭州方案”。 在
绿色生活方式方面，条例倡导市民参与低碳行动。例如，杭州市将推广“碳普惠”机制，市民通过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行为
可获得碳积分，用于兑换公共服务或消费优惠。此外，条例明确每年9月为“杭州低碳月”，通过举办低碳生活节、绿色技术
展等活动，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参与度。西湖景区、钱塘江沿线等标志性区域也将试点“零碳示范区”，通过可再生
能源供电和智慧化管理，打造低碳旅游新名片。 条例的出台背景，与杭州近年来面临的生态压力密切相关。作为长三角经济
核心城市，杭州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持续增长。根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数据，2024年全市碳
排放总量约为12亿吨，较2020年增长约8。尽管杭州在新能源推广和森林覆盖率提升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双碳”
目标仍有差距。尤其在2022年和2023年，极端高温和台风天气频发，进一步凸显了气候变化对城市安全的威胁。条例
的施行，正是杭州在总结过去经验基础上，对气候治理的系统性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国际经
验。杭州市政府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参考了欧盟气候法和日本低碳社会促进法等立法案例，确保法规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同时，条例与国家“1N”政策框架对接，落实了“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关于碳排放强度下降18的目标。杭州还计划与上
海、广州等城市联动，探索长三角区域碳市场建设，形成区域协同减排的合力。 市场对条例的反应积极而迅速。政策公布后
，杭州本地新能源企业股价普遍上涨，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订单量激增。杭州高新区某新能源企业负责人表示，条例为企
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预计未来三年内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将增加30。与此同时，部分高耗能企业面临压力，需加速技术
升级以符合新的排放标准。专家分析，条例的实施将推动杭州产业结构优化，倒逼传统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为新能源、
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带来发展机遇。 然而，条例的实施也面临挑战。一些中小企业反映，节能改造成本较高，短期内可能加
剧经营压力。对此，条例配套了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包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及碳排放权交易补贴，以减轻企业负担。此外，
公众对低碳生活的接受度仍需提升，部分市民对“碳普惠”机制的认知不足，参与积极性有待加强。杭州市政府表示，将通过
宣传教育和试点项目，逐步提高市民的低碳意识。 条例的施行，不仅是杭州对国家“双碳”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对全球气
候治理的贡献。杭州作为2022年亚运会举办城市，曾以“绿色亚运”惊艳世界，如今通过首部气候立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
绿色发展领域的引领地位。正如万水千山总是情中所唱，跨越重重障碍，杭州以法治之力守护绿色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
碧水。未来，杭州的低碳实践或将成为中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标杆，激励更多城市加入全球绿色转型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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