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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碳中和行业前景研究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报告中

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

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报告目录： 

第1章 ：碳中和产业界定及数据统计标准说明 

1.1 碳中和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1.1.1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定义 

1.1.2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 

1.2 碳中和产业监管规范体系 

1.2.1 碳中和产业专业术语说明 

1.2.2 碳中和产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2.3 碳中和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1、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 

2、碳中和现行标准汇总 

3、碳中和即将实施标准 

1.3 本报告研究范围界定说明 

1.4 本报告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第2章：全球碳中和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融资前景预判 

2.1 全球碳中和产业发展背景分析 

2.1.1 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 

1、全球变暖，生态环境发生不可逆变化 

2、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 

2.1.2 全球碳减排进程加速推进 

2.1.3 全球碳中和规划达成时间 

2.2 全球&ldquo;碳中和&rdquo;发展路径分析 

2.2.1 全球碳排放规模及来源结构 



1、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规模 

2、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区域分布 

3、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来源 

2.2.2 全球能源消费结构 

2.2.3 全球可再生能源供给能力 

1、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2、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区域分布 

3、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来源结构 

2.2.4 主要国家&ldquo;碳中和&rdquo;发展路径及策略 

2.3 全球碳交易体系及碳排放交易市场分析 

2.3.1 全球碳交易体系 

1、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 

（1）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工作原理 

（2）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基础 

（3）碳交易体系设计的十个步骤 

2、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 

3、全球碳交易体系区域分布 

4、全球碳交易体系行业覆盖 

5、相对成熟的碳市场的拍卖比例、配额价格、覆盖范围比较 

6、碳排放拍卖收入 

7、现有碳交易体系整体减排目标及碳交易价格 

2.3.2 全球主要碳交易市场分析 

1、欧盟 

2、美国 

3、英国 

4、韩国 

2.4 全球碳中和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前景 

2.4.1 清洁能源发展趋势 

1、全球能源消费及清洁能源消费 

2、全球细分清洁能源类型供给&mdash;&mdash;风能 

3、全球细分清洁能源类型供给&mdash;&mdash;太阳能 

4、全球细分清洁能源类型供给及消费&mdash;&mdash;核能 



（1）全球核能供给状况 

（2）全球核能消费状况 

5、全球细分清洁能源类型供给及消费&mdash;&mdash;生物质能 

（1）全球生物质能供给状况 

（2）全球生物质能消费状况 

6、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发展趋势 

7、全球能源转型前景预测 

2.4.2 高碳产业（工业）减排转型趋势 

2.4.3 全球交通业电气化转型趋势 

2.4.4 全球CCUS（碳捕集、封存和利用）发展趋势 

1、全球碳捕集与封存CCS项目设施汇总 

（1）全球运行中CCS商业项目设施汇总 

（2）全球在建和开发阶段CCS商业项目设施汇总 

2、全球CCS项目投资现状 

3、全球CCUS区域投资潜力 

4、全球CCUS市场规模发展潜力 

5、国际机构对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贡献评估 

（1）国际能源署（IEA）可持续发展情景（SustainableDevelopmentScenario）对CCUS的贡献

评估 

（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CCUS的贡献评估 

（3）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深度脱碳情景对CCUS的贡献评估 

（4）国际机构对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贡献评估总结 

2.5 全球碳中和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预判 

2.5.1 全球碳中和产业发展趋势预判 

2.5.2 全球碳中和产业投资前景预判 

第3章：中国碳中和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痛点分析 

3.1 中国碳中和产业技术发展现状 

3.1.1 碳中和产业整体技术框架 

3.1.2 碳中和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分析 

1、节能减排技术 

（1）能源需求端减排技术 



（2）能源供给端减排技术 

2、碳抵消技术 

（1）生态碳汇技术 

（2）CCUS技术 

3.1.3 碳中和产业技术创新方向 

3.1.4 技术环境对碳中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3.2 中国碳中和产业发展概述 

3.2.1 中国碳排放来源说明 

3.2.2 中国碳中和行业发展背景 

3.2.3 中国碳中和行业发展历程 

1、中国减排发展历程汇总 

2、中国减排目标的演进 

3.3 中国碳中和发展现状分析 

3.3.1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1、中国碳排放产量统计 

2、中国碳排放来源结构 

3.3.2 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结构转型升级进展 

1、能源结构转型进展 

（1）能耗强度持续下降 

（2）电气化水平加速提升 

（3）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推进 

2、产业结构升级进展 

（1）新产业新业态逆势成长 

（2）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3、交通结构转型进展 

4、污染治理实施进展 

3.4 中国碳中和发展路径及策略 

3.4.1 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发展路径 

1、碳中和排放路径分析 

2、碳中和社会路径分析 

3、碳中和技术路径分析 

3.4.2 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发展策略 



1、碳中和发展宏观策略 

2、碳中和发展微观策略 

3.5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分析 

3.5.1 中国碳交易发展概况 

1、中国碳交易发展历程 

2、中国碳交易基本框架 

3.5.2 中国碳交易市场试点情况 

3.5.3 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 

1、全国碳交易配额成交量 

2、全国碳交易配额成交额 

3.5.4 试点地区碳交易情况分析 

1、试点地区碳交易总量统计 

2、试点地区碳交易价格统计 

3.5.5 全国碳市场交易情况分析 

3.6 碳中和数字化发展现状分析 

3.6.1 碳中和背景下数字化发展意义 

1、数字化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 

2、数字化是改变能源结构的重要手段 

3、数字化是智慧城市提效减排的重要依据 

3.6.2 碳中和背景下数字化案例分析 

1、甘肃祁连山水泥工厂数字化 

2、中国国家电网青海电力公司数字化 

3、国家电网能源消费侧碳排放监测平台 

4、腾讯云：零碳园区智慧能源平台 

3.7 中国碳中和产业市场痛点分析 

第4章：中国碳中和产业竞争状态及市场格局分析 

4.1 中国碳中和产业投融资、兼并与重组状况 

4.1.1 中国碳中和相关产业投融资状况回顾 

4.1.2 中国碳中和相关产业兼并与重组状况 

4.2 中国碳中和相关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4.2.1 能源供给端&mdash;&mdash;清洁能源产业竞争格局 



1、光伏发电行业竞争格局 

（1）光伏发电企业竞争格局 

（2）光伏发电区域竞争格局 

2、风力发电行业竞争格局 

（1）风力发电企业竞争格局 

（2）风力发电区域竞争格局 

3、水力发电行业竞争格局 

（1）水力发电企业竞争格局 

（2）水力发电区域竞争格局 

4、储能行业竞争格局 

（1）储能企业竞争格局 

（2）储能区域竞争格局 

5、氢能源行业竞争格局 

（1）氢能源企业竞争格局 

（2）氢能源区域竞争格局 

4.2.2 能源需求端&mdash;&mdash;传统高碳产业竞争格局 

1、钢铁行业竞争格局 

（1）钢铁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2）钢铁行业区域竞争格局 

2、水泥行业竞争格局 

（1）水泥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2）水泥行业区域竞争格局 

3、交通行业竞争格局 

（1）交通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2）交通行业区域竞争格局 

4.2.3 碳抵消端&mdash;&mdash;碳汇、CCUS产业竞争格局 

1、生态碳汇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2、CCUS（碳捕集、封存和利用）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4.3 中国碳交易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4.3.1 碳交易市场企业竞争格局 

4.3.2 碳交易市场区域竞争格局 

1、中国碳交易试点开展情况 



2、中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经营分析 

（1）北京碳排放交易市场 

（2）天津碳排放交易市场 

（3）上海碳排放交易市场 

（4）深圳碳排放交易市场 

（5）广东碳排放交易市场 

（6）湖北碳排放交易市场 

（7）重庆碳排放交易市场 

（8）福建碳排放交易市场 

第5章：中国碳中和产业链梳理及相关产业深度解析 

5.1 中国碳中和产业结构属性（产业链）分析 

5.1.1 中国碳中和产业链结构梳理 

5.1.2 中国碳中和产业链生态图谱 

5.2 中国碳中和产业价值属性（价值链）分析 

5.2.1 中国碳中和产业成本结构分析 

5.2.2 中国碳中和产业价值链分析 

5.3 能源供给端&mdash;&mdash;中国清洁能源替代市场分析 

5.3.1 中国清洁能源替代市场发展综述 

5.3.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发展综述 

1、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现状分析 

（1）新增装机容量分析 

（2）累计装机容量分析 

（3）发电量规模分析 

2、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ldquo;碳中和&rdquo;技术分析 

3、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划分析 

（1）太阳能发电规划 

（2）风力发电规划 

（3）水力发电规划 

4、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电前景分析 

（1）电力装机 

（2）发电量 



5.3.3 中国储能市场发展综述 

1、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储能行业发展背景 

（1）储能的定义及分类 

（2）&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储能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2、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储能行业发展现状 

（1）中国储能行业装机规模分析 

（2）中国储能行业装机结构分析 

（3）中国储能行业下游应用场景 

3、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风光储市场发展现状及前景 

（1）中国光储项目市场规模现状 

（2）中国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现状 

（3）中国风光储能市场发展前景 

5.3.4 中国氢能市场发展综述 

1、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产业发展背景 

（1）氢能定义及产业链构成 

（2）&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2、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制备发展现状 

（1）中国氢气的主要来源 

（2）制氢领域代表企业及技术 

3、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气储运发展现状 

（1）典型氢气储运技术 

（2）氢气储运代表企业及技术 

4、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应用市场发展现状 

（1）中国加氢站市场现状分析 

（2）中国氢燃料电池市场现状分析 

（3）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现状分析 

5、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1）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总体目标 

（2）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供需发展路径规划 

（3）中国各省市氢能&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6、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背景下氢能产业发展前景 

5.3.5 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发展的意义 



1、彰显大国形象，助力&ldquo;碳达峰/碳中和&rdquo;目标实现 

2、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能源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3、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5.4 能源需求端&mdash;&mdash;中国高碳产业节能减排转型市场分析 

5.4.1 电力行业减碳转型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电力行业发展及碳排放概述 

2、电力行业市场供需现状 

（1）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状况 

（2）中国全社会发电量状况 

（3）中国全社会用电状况 

3、电力行业节能减碳路径分析&mdash;&mdash;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提升电力供需预测水平 

（2）加强电网建设 

（3）提升调节能力 

（4）提升智能化水平-能源互联网 

（5）电能替代 

5.4.2 钢铁行业减碳转型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钢铁行业发展及碳排放概述 

2、钢铁行业市场供需现状 

3、钢铁行业节能减碳路径分析 

（1）加强废钢利用 

（2）氢还原铁无化石钢技术 

（3）钢铁行业CCUS减排 

5.4.3 建筑行业减碳转型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建筑行业发展及碳排放概述 

2、节能建筑发展现状分析 

3、建筑行业节能减碳路径分析 

（1）建材生产环节 

（2）建筑施工环节 

（3）建筑运行环节 

5.4.4 交通行业减碳转型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交通行业发展及碳排放概述 



2、新能源汽车供需现状 

3、交通行业节能减碳路径分析&mdash;&mdash;电气化转型 

5.5 碳抵消端&mdash;&mdash;中国碳汇及CCUS市场分析 

5.5.1 生态碳汇发展现状分析 

1、生态碳汇概念解读 

2、生态碳汇发展现状 

（1）中国森林资源情况 

（2）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名单 

（3）中国林业碳汇项目收益情况 

3、生态碳汇发展措施 

5.5.2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发展现状分析 

1、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路径及发展阶段 

2、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发展现状 

（1）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发展现状 

（2）中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发展现状 

（3）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发展现状 

3、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应用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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