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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

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

推进工作。

    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202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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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自然碳达峰，正逐步向碳中和迈进。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重、挑战大。

数据来源：EDGAR (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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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十年，我国碳强度大幅下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当前我国碳强度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需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EDGAR (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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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间窗口紧、减碳任务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EDGAR (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需处理好四大平衡

减
排

发
展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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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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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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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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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
战略

• 不同于美欧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

和城镇化后的自然达峰，我国要在

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条

件下倒逼实现碳达峰，要求我们既

要坚定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又要保

持稳健发展，兼顾发展与减碳，避

免顾此失彼、损失合理的增长空间。

• 结构优化：有序推进产能置

换、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等。

• 产业链安全：规避制造业占

比过快下降、产业链不合理

外移等风险。

• 着眼全球，以开放视野考量不

同领域、环节、技术、资源的

互补，立足国内市场和资源，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实现资源、

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

“闭门造车”。

• 正视各区域技术基础、

能效水平、环境承载等

减碳条件的不同，制定

适合本区域的特色化方

案，东西协同并进，避

免国内区域“碳转移”。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

关键所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构建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加可持续发

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

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推进绿色制造是关键



◼ 绿色制造：一种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化制造模式。

◼ 本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统筹考虑产业结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健康安全、气候变化等因素，

将绿色发展理念和管理要求贯穿于产品设计、制造、物流、使用、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中，以

制造模式的深度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1. 推行绿色制造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绿色制造诠释和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为制造业谋划出一条永续发展之路。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2. 推行绿色制造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

◼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工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 制造业除了要做好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还要为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全社会各

领域提供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和产品，引导绿色消费。

◼ 绿色制造推行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绿色底色和成色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14亿人口，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延续过去发达国家高耗能、

高排放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转到绿色低碳的发展轨道上来，这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我国尚未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未来能源资源需求仍会保持刚性增长，且产业结构偏重、

能源结构偏煤，向绿色低碳转型压力更大。

◼ 当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3倍，

传统资源型产业占比仍然偏高，矿产资源消耗占全球总量的40%-50%。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3. 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2019-2020制造业持续发展指标 单位能耗的制造业增加值
（单位：美元）

2015年
中国

2020年
中国

2020年
美国

2020年
日本

2020年
德国

6.296.10
8.05

12.07 12.93



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有效降低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使绿色制造成为新型工业

化的坚实基础和普遍要求。

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

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3. 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2021年居民人均用电量

中国：830千瓦时

美国：380千瓦时

◼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 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基础上，必须以绿色制造推动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转型，支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65.22%

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平均水平
(80%)

71.2%
40.2%

70%

石油 天然气金属矿产

2022年对外依存度

56.2%

2022年我国煤炭消费占比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4. 推行绿色制造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通过制定规则和标准来主导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进程，甚至将其“武器化”用来

打压遏制我发展。

绿色管控措

施不断升级

⚫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开始实施

从今年10月1日起进入实施过渡期，涉及行业主要包括钢铁、水泥、铝、化肥、
电力、氢气6个行业，2026年开始正式征收费用。

⚫ 欧盟升级产品生态设计要求

发布《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草案，将适用范围拓展到在欧盟市场上流通的
大部分实物商品。

总体来看，我国的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生态设计工具和方法对外依

赖度较高，在应对未来绿色贸易壁垒中仍显乏力。

新发展阶段绿色制造的战略意义

5. 推行绿色制造是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挤压的外在要求



推进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构建的五大着力点

坚定推

进能源

绿色化，

打造产

业绿色

1.能源降碳

资源深
度循环
利用，
强化产
业末端
治理挖

2.循环降碳

坚决淘
汰落后
产能，
优化升
级产业
结构

3.结构降碳

重点开
展科技
赋能，
提升产
业技术
装备和

4.科技降碳

大力发
展公共
服务体
系，营
造低碳
绿色产

5.生态打造



着力点一：坚定推进能源绿色化，打造产业绿色供应体系

提高能源效率 推进绿色能源
应用

加强节能管理

鉴于能源在碳排放中的核心角色，应将产业用能绿色化放于首位，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使

用比重，坚持化石能源“原料化”方向，加快应用绿电（光伏、风电等）、绿氢等非化石能

源，逐步完成能源替代，从产业源头控制碳排。

• 加强重点用能设备节能改造

• 对重点用能设备和工艺流程实

施数字化改造

• 提高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在工业企业、园区应用比例

• 推进工业用能设备电气化

• 广泛开展节能诊断

• 加强节能监察执法，创新节能

监察方式



着力点二：资源深度循环利用，强化产业末端治理挖潜

在产业源头推进用能绿色化的同时在末端深度挖潜，深入推进循环经济，以集群化等发

展方式强化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衔接，降低产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01

02

• 推进尾矿、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综合利用

• 以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依托，探索建立基于区域特点的工业固废综

合利用产业发展模式

• 实施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评价

工业固废规模化综合利用

• 推动电子电器、废塑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 推动重点产业循环链接

• 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加强再制造产品认证与推广应用

再生资源高效利用

• 优化取水结构，加大再生水、海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的利用

• 加大废水资源化利用，开展试点示范

• 开展水效对标达标，树立典范

水资源节约利用

03



着力点三：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要调整好三个层面结构：产业结构、项目结构、产品结构。

2

产业结构层面

产品结构层面

项目结构层面

提升新兴产业比重，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降低整体碳排放强度

• 传统行业绿色转型：推动重化工业减量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

•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欠发达
地区应避免将“达峰”窗口变为“攀高峰”冲动

• 对产能已经饱和的行业按照“减量置换”原则压减产能

• 严格执行和制定产能置换相关政策

提升产品整体价值层次，强化质量、功能、品牌提升，提高价
值链高端产品比重，以实现单位效益碳排水平降低



着力点四：重点开展科技赋能，提升产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

大力推动重大节能技术研发投入，组织资源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提升专业技术装备水平。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手段对生产过程的能耗进行管理，

以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

关键技术重点攻关

• 再生资源利用、环保装
备、碳减排等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先进适用技术推广

• 发布绿色技术目录

• 组织开展技术交流推广

未来技术前瞻布局

• 布局低碳零碳负碳技术
研究

• 开展颠覆性技术研究



着力点五：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营造低碳绿色产业生态

产业的绿色低碳化建设起点是用能、原材料，末端是再生利用循环发展，中间要素是结

构优化、技术赋能，整体过程充满挑战，需要汇聚技术、人才、信息、政策、资金等多方面

要素，整合政府、企业、专业服务机构、行协会、科研院所等各方资源，构建面向产业、企

业的公共服务体系，设立相关平台载体，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打造生态、优化环境。

• 落实国家3060碳达峰中和行
动方案，细化工业领域碳达
峰实施路线图

• 开展降碳重大项目示范

• 提升降碳基础能力，建立碳
排放核算体系，碳排放管理
系统

开展工业低碳行动

• 节能环保产业

• 清洁生产产业

• 清洁能源产业

• 绿色服务产业

壮大绿色低碳产业

•持续遴选发
布绿色制造
名单，继续
鼓励地方打
造省级绿色
制造体系建
设

•完善工业四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成效一：产业结构高端化加速推进

28.2%

31.8%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

2012年 2022年

9.4%

15.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2012年 2022年

•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建成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45个
• 2022年主导产业总产值达 20万亿元

“十三五”累计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

1.5亿

吨钢铁

3  亿

吨水泥

基本
出清

电解铝
水泥

全面
出清

地条钢

• 2012-2022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长期维持  

两位数增速

３.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长三角：绿色低碳产业高
效集聚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量占全国 38%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新一代
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

等万亿级产业集群

２. 驱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１. 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成效二：能源消费低碳化成效显著

３. 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下降 36.2%

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下降 9% 以上

火电机组每千瓦时煤耗  降至 302.5 克标准煤

2012-2021年——

高效节能电机、高效节能变压器新增占比均 超过 60%

2022年——

2022年绿电交易成交量96.9亿千瓦时，其中主要购买方为 

工业和通信业企业

工业领域用作原料、材料的煤炭年转化量 超过 1亿吨标准煤

64.8%

全国工业用电量占全社
会用电量比重

26%

电力消费占工业终端能
源消费比重

1. 提高工业用能效率

２. 优化工业用能结构

在重点行业领域创建能效领跑者企业 43家

超过



成效三：资源利用循环化水平稳步提升

• 培育废钢铁、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规范企业

973家

• 与2012年相比，2022年10种重要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总

量提高 约1.4倍

• 汽车生产企业、梯次利用企业设立回收网点超过  

10000个

•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

• 创建 60个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 部分固废生产企业“以渣定产”等典型发展模式加快形成

• 部署 退役光伏、风力发电装置 等新兴固废综合利用

下降60.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012年 2022年

下降29.8%

全国工业用水量（取新水量）

2012年 2022年

• 规模以上工业重复用水率 

连续10年提高

93%        95%         97%

规上工业   石化化工行业   钢铁行业

１．加强再生资源高值化循环利用

２．推进工业固废规模化综合利用

3．强化水资源节约利用 

2022年，以下行业重复用水率分别超过



成效四：产品装备供给绿色化优势加快形成

培育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344家

推广绿色产品 近3万种

加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52亿千瓦，占全

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76.2%

光伏行业产量连续多年保持 全球第一

全球前10名风电整机制造商中国企业 6家

推动可再生能源装备高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万辆

产销连续 8年 居全球第一

分别为 705.8万辆 和 688.7万辆 

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达 584.2万台

同比增加 87.9%

船企新接订单中绿色动力船舶占比达 49.1%

轻小型固定翼电动飞机完成适航取证，小批量

投入市场

推进交通工具绿色转型



成效五：数字化赋能作用持续凸显

✓ 持续打造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示范标杆  196 家

✓ 5G基站单站址能耗较2019年商用初期降低  20% 以上

✓ 数据中心平均设计电能利用比值降至 1.3 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融合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导向

✓ 2012-2022年，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提高  34.0 和 28.2 个百分点

✓ 建成高水平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2500多个

✓ “5G+工业互联网”率先在钢铁、采矿等10个重点行业领

域形成 20个 典型应用场景
✓ 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平台

✓ 加快制定绿色低碳基础数据标准

夯实绿色低碳数据基础

03
01

02



成效六：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 培育绿色制造服务供应商  180余家

• 为工业企业提供“设计+制造+服

务”的系统解决方案

单位：
家

绿色
工厂

绿色
园区

绿色
供应链

国家级 3616 267 403

省级 3839 243 156

市级 2545 52 22

• 2.4万余种 电器电子产品达到管控要求，行业覆盖率超过70%

• 2022年乘用车单车铅含量（除铅蓄电池外）较2015年下降50%，
累计削减铅使用量 超过1万吨

• 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 超过10%

• 培育绿色环保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2家

• 绿色环保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超过15%

下降50%

乘用车单车铅含量
（除铅蓄电池外）

2015年 2022年

3500亿元

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

2012年 2022年

9600亿元

1. 建立标杆梯级培育机制

3. 提升绿色环保水平

2. 增强绿色制造服务能力



成效七：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机制逐步完善

1. 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制修订《工业节能管理办法》

《工业节能监察办法》《新

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管理办法》等

围绕重点领域修订相关标准

500多项

2. 完善财税金融政策

综合运用中央和地方财政、

税收、金融、价格等各类政

策资源支持工业绿色发展

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

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

1.5万亿元

4. 深化绿色国际合作

依托中欧、中法、中英、中

韩、中巴（西）以及“一带

一路”合作倡议、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等双多

边机制，持续深化在绿色制

造、节能减排领域开展经验

分享与技术交流。

3. 营造绿色发展氛围

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

全国低碳日、中国水周等活

动。

累计推荐节能技术装备产品

4650项、先进环保治理技

术装备523项、节水工艺技

术装备443项、工业资源综

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及

装备350项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构建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构建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全

方位转型、全过程改造、全链条变革、全领域提升，锻造产业绿色竞争新

优势，使绿色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普遍形态，持续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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