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评价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

宋恬静，姚 晖（副教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44）

【摘要】减缓气候非正常变化是一项巨大工程，本文选取22个绩效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提取其中6个影响
绩效水平的主因子，对我国29个省市地方政府2012年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的绩效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
府的综合绩效进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的绩效水平普遍偏低，长三角、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省市的绩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北部地区大多数地方的综合绩效水平偏低。据此，基于

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绩效现状的差异，针对6个主要影响因子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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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气候非正常变化问题（下文统称“气候变化”）已逐渐

成为严重影响 21世纪世界经济、能源和社会发展的重大
国际性问题。当前更多的国家、组织和地区开始关注和应

对气候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气候

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2008年我国启动了省级应对
气候变化方案，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

政策目标和节能减排措施。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缺少

监管和约束，各项应对气候变化法规往往难以落实，行政

执法人员经验欠缺，人力物力的使用往往存在浪费的现

象。因此，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执行情况以及专项财

政资金的投入使用效果进行绩效考评，以此督促政府提

高行政效率，显得必要且迫切。

然而，我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绩效考核，无论是

理论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往

往仅将温室气体减排等单一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尚未形

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且缺乏区域间的绩效比较，难以

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激励。因此，建立一套系统、科学

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气

候变化政府应对审计指南》指出，减缓和适应是当下应对

气候变化最主要的方式。减缓是指执行政策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和加强温室气体处理；适应则是指自然或人类

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进行的调节。本文研究仅就地方

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的绩效评价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以研究环境保护问题为中心，早在 19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对气候变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而

在所有对政府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中，都强

调了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如我

国学者苏明、刘军民等（2008）指出，公共财政在环保中负
担着重要职责，在环保投入中，来自政府的投资是至关重

要的，必须建立环境保护财政支持制度。

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国内外由于国情不同，研究

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国外多是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技

术实践方面进行的研究。如美国 2006年公布了气候变化
技术计划（CCTP）新战略规划，重点研究温室气体减排的
新技术和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欧盟 2013年出台了旨
在增强欧洲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战

略》；日本2013年启动强制性碳排放交易机制，覆盖工业、
商业等二氧化碳排放源。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

较少，多侧重于理论方法方面，其中从“低碳”角度进行的

研究是国内研究气候变化的热点问题。杜祥琬、周大地

（2011）提出通过发展“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来抑制
温室气体排放。庄贵阳、朱守先等人（2014）提出我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可能途径是建设低碳城市，并通过比较反映

出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水平与国际的差距。

评价绩效指标研究方面，国内外当前研究主要集中

在环境绩效指标的构建上。从国外来看，加拿大CICA在
《政府环境绩效报告》中首次提出 7种不同行业 15个方面
的政府环境绩效指标；国际标准化组织在 ISO14031政府
环境绩效评价体系中提出环境状况指标、经营绩效指标

和管理绩效指标。国内对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起步较晚，耿建新、肖振东等学者（2006）探讨了政府对城
市水资源使用效果评价时应选用的指标；房巧玲、刘长翠

（2010）将环保支出分为环保财政支出和环保项目支出两
类，并构建了一套具有三个层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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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杨玉楠等学者（2011）完成了对新农村环保项目绩效
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将指标具体分为管理绩效、社

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三类。

评价方法选择方面，国外主流的环境绩效评价方法

包括资料收集法、经济效益分析评价法、调研法和因素分

析法等。联合国专家工作组 ISAR提出用“生态效率”来进
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价；OECD提出互动评估法和周期性
评估法来评价政府间的环境执行能力。国内在这方面的

研究文献较多，上海审计学会环境审计研究组（2007）提
出运用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方法进行评价，如风险分析法、

环境决策分析法等。陈波、刘丽君（2011）提出环境费用效
益法和环境质量指数法对云南省资源环境绩效进行评

价。也有学者提出一些特殊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如DEA模
型、APH法以及因子分析法等，并取得了一些实证成果。
如齐君、赵四东等人（2012）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
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环保绩效及其时空变化进
行测度，提出促进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王琳、张

清清（2012）将因子分析模型引入我国政府环境绩效审
计，解决了当前政府环境绩效评价中的难题。

鉴于政府在气候变化工程绩效评价方面对因子分析

模型运用的欠缺，借助该模型测评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

程绩效是本文拟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总之，政府环境绩效评价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问题。其基础理论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主要是针对环

境系统整体的绩效评价，而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的

具体绩效评价研究甚少，且多基于理论与问题辨析层面，

缺少实证研究，尚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在

实践中提供一种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国内已有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研究，也多限于“碳”的层面，不够全面和系

统。本文研究拟根据当前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构建一

个适用于全国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因子分析模型，

对各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水平进行综合评

价，以提供一种环境绩效评价思路和方法。

三、构建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评价指标

对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水平的考核不应

依靠单一指标，而应建立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指标体系。

首先，对2008 ~ 2013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年度报告》中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进行分析，根据具

体行动内容列出 36个可选指标。报告中主要提及政府采
取了 5个方面的具体措施：①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

业，据此列出服务业增长率等指标；②优化能源结构，推
动石化能源清洁化利用、发展非石化能源，据此列出天然

气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等指标；③节能和提高能
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节能标准标识、推广节能技

术和产品、推进建筑和交通领域节能建设，据此列出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数量等指标；④增加森林碳汇，推进森
林经营、植树造林，据此列出森林覆盖率等指标；⑤控制
其他领域排放，加强农业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

理，据此列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

其次，基于指标可得性、重要性和相关性的选定原

则，对可选指标进行筛选，保留22个指标构成最终的指标
体系（见表1），使指标数据能够完整地反映各地方政府减
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情况，并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

四、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实证研究

1.因子分析模型。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绩效评价
方的法多种多样，如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德尔菲法

和模糊数学法等。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且绩效评估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故本文使用

因子分析模型对众多复杂的指标进行简化和聚类，找出

指标间的公共因子。该方法既可以解决绩效评估指标的

确定问题，又可以克服综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中参考变

量和权重确定上的主观性等缺陷，保证每个绩效指标权

重确定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多个实测变量转换为少

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以较少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

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上述各式中：X1、X2、X3、…、Xp，为 p个原有变量，是
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的标准化变量；F1、F2、F3、…、Fm，为

m个公用因子变量，m小于 p，ε为特殊因子，表示成矩阵
形式，即：

X=AF+ε
2.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本文选取全国 29个省级行

政区作为评价对象，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海南两省

区。所选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3》以及各省统计

政府具体行动

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

节能和提高能
效

增加森林碳汇

控制其他领域
排放

评价指标

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增
长率、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数、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
理能力、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工业废气排放量

天然气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清洁发展机
制项目数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节能减排总量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数量、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公共交通客运总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绿地面积、当年人工造林
面积、公园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
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出租车）数

表 1 政府减缓气候变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X1=a11F1+a12F2+…+a1mFm+ε1

X2=a21F1+a22F2+…+a2mFm+ε2

…

Xp=ap1F1+ap2F2+…+apmFm+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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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等政府相关网站的公开统计

数据，或通过相关计算得出。

首先，将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Bartlett球形度检验
P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由此判定相关系数矩
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且KMO检验值为 0.531，大于 0.5，
因此所选指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根据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提取 6个主成分因
子，其累积贡献率达到 83.119%，能够解释大部分原有变
量，实现了对指标数据的降维处理。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求出因子载荷矩阵，其目的在于确

定每个主因子的意义，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主成分 F1因子值主要是由X1、X2、

X3、X4、X5、X6这6个指标决定，反映政府投资建设绿色低
碳城市的工作，将其命名为投资因子；F2因子值主要是由

X7、X8、X9、X10这4个指标决定，反映政府治理工业废气、
改善空气质量等工作，将其命名为工业废气治理因子；F3

因子值主要是由X11、X12、X13、X14这 4个指标决定，反映
政府发展服务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情况，将其命名为

产业结构因子；F4因子值主要是由X15、X16、X17、X18这 4
个指标决定，反映政府采取节能减排措施所取得的绩效，

将其命名为清洁发展因子；F5因子值主要是由X19、X20这

两个指标决定，反映政府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方面的成

绩，将其命名为低碳生活因子；F6因子值主要由X21、

X22这两个指标决定，反映政府在增加森林碳汇方面

所做的工作，将其命名为生态建设因子。

为对各地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进行综

合排序，本文以6个主成分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
权重，构建一个评价模型，即Sj=∑Pi×Fij（其中Pi为主

成分 Fi的方差贡献率占 6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总和
的百分比，Fij为第 j个省第 i项主成分Fi的得分）。经计

算得出F1的权重为28.957%，F2的权重为 20.012%，F3

的权重为 16.922%，F4的权重为 13.147%，F5的权重为

11.120%，F6的权重为 9.841%。最后得出因子得分的
综合排名表（见表3），并绘制成图形（见下页图）。

从表3和图可以看出，2012年广东、江苏、北京三
省市政府在减缓和改善大气环境方面绩效水平较

高，而天津、宁夏、甘肃三省在改善气候方面所做工

作较其他省区而言较少，绩效水平不高。整体上，长

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经济发达的省市政府大多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重视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减缓气候变化

投入资金较多，绩效水平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但是其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发展较为落后，政府在这方面尚

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而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绩效普遍

偏低，这是由于该地区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工业污染

程度较轻，自然环境较好，因此政府在工业污染治理

方面没有给予更多的投资，该地区政府在保持现有

气候环境的同时，应利用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走发

展低碳经济道路。

就单个因子而言，从投资角度看，广东、江苏、山

东的绩效水平遥遥领先，政府重视低碳城市的建设

投入和节能环保科技水平的提升，城市绿化增加，然

而宁夏、青海和天津在这方面的绩效水平相对较低，

投入较少；从工业废气治理情况来看，河北、山西、江

苏以及山东对工业废气治理投入资金最充足，取得

良好的治理效果，而贵州和重庆治理废气项目完成

的投资太少，工业废气处理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北京和上海政府高度重视现代

指 标

X1：城市绿地面积

X2：公园绿地面积

X3：公共交通客运总量

X4：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X5：科学技术财政支出

X6：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项目数量

X7：工业废气排放量

X8：工业废气治理设施
处理能力

X9：工业废气治理设
施数

X10：治理废气项目完
成投资

X11：服务业增长率

X12：每万人拥有出租
汽车数

X13：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X14：每万人拥有公共
交通车辆

X15：天然气消费量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X16：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数量

X17：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节能减排总量

X18：当年人工造林
面积

X19：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

X20：城市燃气普及率

X21：森林覆盖率

X22：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主因子

F1

0.939

0.910

0.850

0.840

0.758

0.721

0.254

0.248

0.584

0.517

-0.171

-0.140

0.259

0.158

0.042

-0.069

-0.018

-0.150

0.035

0.214

0.135

0.304

F2

0.223

0.271

0.000

0.235

0.172

0.405

0.876

0.841

0.722

0.716

-0.547

-0.115

-0.167

-0.193

-0.390

0.035

-0.006

0.260

0.126

0.287

-0.168

0.236

F3

0.000

0.003

0.390

-0.097

0.391

0.071

-0.250

-0.147

-0.158

-0.161

0.138

0.871

0.781

0.679

0.159

-0.122

-0.055

-0.335

-0.043

0.223

-0.270

0.202

F4

-0.101

-0.047

-0.067

0.224

-0.265

-0.203

0.107

-0.013

0.039

0.027

-0.411

-0.176

-0.155

-0.034

0.588

0.943

0.920

0.429

-0.064

-0.414

-0.107

-0.072

F5

0.032

0.058

0.131

-0.034

0.186

0.210

0.059

0.073

0.129

0.117

-0.125

-0.162

0.071

0.484

0.458

-0.135

-0.006

-0.197

0.813

0.622

0.078

0.538

F6

0.048

0.136

0.193

0.094

-0.008

-0.125

-0.073

0.082

0.106

-0.118

-0.519

-0.175

0.128

-0.158

-0.289

-0.086

-0.086

0.404

0.207

-0.156

0.828

0.569

表 2 方差最大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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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大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温室气体减排

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而湖南、重庆两省市在这方面则有所

欠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从清洁发展

角度看，四川、云南及新疆三省已致力于开发清洁生产项

目，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实施天然气替代，从根本上改变

能源结构，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相比而言，上海和天津的

绩效水平较差，当地政府应当在发展CDM项目方面下功
夫；从低碳生活角度看，北京、福建和重庆政府在建设以

节能低碳为特征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绩效突出，而吉林、

甘肃和云南在这方面的绩效水平低下，需要政府部门增

强节能环保社会意识，加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从生

态建设角度看，云南、江西和福建政府在强化森林资源保

护，增加碳汇方面的贡献突出，而天津、新疆和陕西政府

在自然环境创建方面没有足够重视，应多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林业专项行动，提高森林覆盖率。

3.聚类分析。为了对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绩效水
平进行直观的分析，本文首先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运

用SPSS软件对上述因子分析得出的各省因子综合得分进
行聚类分析，结果见表4。然后根据聚类结果计算6个因子
在各类别上的平均绩效水平，结果见表5。

4. 绩效评价结论。由以
上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

果可以看出，各省市的地方

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程的

绩效呈以下三类：

第一类省市（江苏、北

京等）的政府在减缓气候变

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其中减缓气候变化投资、控

制工业废气排放、倡导低碳

生活、调整产业结构和清洁

生产等各项措施的绩效都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经济

水平来看，这些省市多是处

省 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

新疆

综合
得分

0.901

-0.473

0.498

0.115

0.132

0.166

-0.436

-0.228

0.047

0.701

0.285

-0.339

-0.012

-0.259

0.666

-0.049

-0.176

-0.401

0.973

-0.304

-0.315

0.553

-0.421

0.041

-0.120

-0.599

-0.560

-0.262

-0.122

排
名

2

27

6

10

9

8

26

18

11

3

7

23

13

19

4

14

17

24

1

21

22

5

25

12

15

29

28

20

16

F1

0.302

-0.752

-0.506

-0.831

-0.747

0.011

-0.047

0.072

0.439

2.102

0.082

-0.050

-0.691

-0.654

1.046

-0.191

0.067

0.037

3.920

-0.651

0.115

0.641

-0.228

-0.303

-0.245

-0.238

-1.018

-1.193

-0.487

F2

-0.707

-0.540

2.920

1.530

1.179

0.649

-0.574

-0.612

-0.351

1.343

1.008

-0.153

0.331

-0.478

1.693

0.686

0.086

-0.876

-0.575

-0.055

-1.461

-0.834

-1.004

-0.479

-0.679

-0.561

-0.983

0.015

-0.517

F3

4.075

0.536

-0.011

0.061

0.171

0.421

0.175

0.414

1.519

-0.206

0.019

-0.945

-0.191

-0.799

-0.301

-0.429

-0.486

-1.318

-0.138

-0.908

-1.026

-0.132

-0.766

-0.491

-0.488

-0.282

0.154

1.188

0.181

F4

0.123

-1.224

0.521

0.594

1.020

-0.432

-0.624

-0.132

-1.169

-0.629

-0.845

-0.956

-0.802

-0.786

0.404

-0.058

-0.686

-0.584

-0.129

-0.646

-0.339

3.551

0.516

1.796

0.299

0.115

-0.263

0.031

1.335

F5

1.059

0.739

0.167

-0.225

-0.906

-0.262

-1.969

-1.954

-0.374

0.696

0.821

0.394

1.026

0.770

0.641

-0.735

-0.340

0.223

-0.635

0.340

1.200

1.181

-0.667

-1.013

1.157

-2.169

1.068

-0.957

0.725

F6

1.329

-1.619

-0.255

-0.136

0.509

0.484

-0.368

0.385

-0.733

-1.387

0.776

-0.536

1.478

1.818

-0.503

0.317

-0.027

0.393

0.655

0.974

0.296

-0.420

-0.183

1.869

0.013

-1.462

-1.815

-0.188

-1.665

类别

1

2

3

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四川

浙江、山西、内蒙、辽宁、上海、福建、河南、云南

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贵州、重庆、广西、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黑龙江、吉林、天津

表 4 政府减缓气候变化绩效聚类结果

类别

1

2

3

F1

1.251

-0.279

-0.352

F2

0.640

0.569

-0.560

F3

0.548

0.135

-0.291

F4

0.640

0.013

-0.263

F5

0.518

-0.209

-0.096

F6

-0.097

0.571

-0.266

表 5 各因子聚类平均得分

综合因子得分排名图

表 3 因子得分及综合排名情况

2015. 27 ·57·□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来支

持政府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今后，这些政府应在生

态环境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加强当地森林资源管理，积

极扩大森林培育经营面积，进一步增强森林碳汇能力，为

全国各地做出表率。

第二类省市（浙江、山西等）的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

方面的绩效远高于其他两类城市，在投资、工业废气治

理、推动清洁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的绩效良好，均处

于全国中游水平，可见政府在减缓气候变化工程上做出

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推进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环境方面

的建设存在浪费现象，建议该类省份结合自身的发展特

点和各因子绩效得分，提高大气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

率，同时提高燃气普及率，完善低碳城市管理机制和基础

设施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

第三类省市（云南、宁夏等）的政府减缓气候变化工

程的绩效水平较差，6个影响因子得分普遍低下，且该类
地区在全国所占比例最大，表明我国当前政府减缓气候

变化工程的绩效水平总体偏低，用于气候变化投资的资

金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西北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下游，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发展

地方经济，而通常认为减缓气候变化工程与地方利益是

相悖的，因此该类地区政府并没有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作为首要治理问题。建议该类政府提高对气候环境的关

注度，利用自然环境优势，引进更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在注重本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注意对大气环境的保

护和防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

五、政策建议

综上可见，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工程在投资、清洁

发展、低碳生活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六个主要方面都

存在改进空间，为此提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

1. 积极推动优化产业结构。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
方总体规划，根据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特点，推进产业结构

升级：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地区，推广低排放品种农产品种

植，提倡实施农副产品再利用型、立体复合型等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模式；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地区，加快淘汰高耗能

产业，鼓励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碳排放；以

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则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

业，注重鼓励科技创新，开发更多节能环保产品项目。同

时，政府气候专项资金投入应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起来，以调动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2. 加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全国
森林碳汇计量监测基础数据库和参数模型库，加大生态

工程建设投入。在实施植树造林、培育和保护现有森林资

源的同时，继续实行退耕还草、退牧还草政策，加强农田、

草原和湿地等各种生态系统的碳汇。

3. 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计划。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建设

低碳城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宣传低碳生活理念，增强群

众的环保意识，鼓励群众选用公共交通出行，倡导绿色消

费行为。继续稳步推进低碳省区试点工作，使之深入低碳

交通、低碳社区、低碳产品和低碳建筑等各个相关领域。

4. 建立工业废气排放和治理数据库。根据国家节能
减排的政策目标，收集整理各省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治理

数据，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相关部门随时对比监控当年

工业废气排放的治理情况。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工业

内部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领域循环经

济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5. 加快引进清洁发展项目。各地方政府尤其是西北
部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如风能、水

能、太阳能等，因地制宜地推动开发各种不同类型的

CDM项目，同时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引进国
内外环保新技术，吸引绿色投资，促使清洁生产在市场机

制中发挥核心作用，提高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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