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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07年，哥斯达黎加提出到2021年建设成为全球第一个碳中和国家。为实现该目标，哥斯达

黎加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成立碳排放交易管理委员会，加大风力、水力、地热

等低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征收的燃油税用于环境保护和森林保护补偿等；在农业领域，

积极推广碳中和咖啡园种植模式，有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在旅游业等支柱

产业中，将实现碳中和作为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2008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阿奇姆&middot;施泰纳明确提出碳中和国家概念，挪威、冰岛、新西兰、葡萄牙、马

尔代夫和梵蒂冈等国积极响应，制定了碳中和国家建设的战略目标及行动计划。为落实《巴

黎协定》提出的到21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远期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国家低排

放发展战略。目前已有30个国家（地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提出了碳中和愿景目标。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一是大力推进工业和能源领域节能降

碳。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明确

重点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制定分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并深入推进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石化化工、钢铁等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遴选43家能效&ldquo;领

跑者&rdquo;企业，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部署推动中央企业和各地区

扎实开展煤电&ldquo;三改联动&rdquo;，积极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加大支持力度。2021年，全国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降至302.5克标准煤/千瓦时，同比下

降2.4克标准煤/千瓦时。二是扎实推进建筑领域能效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持续推动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大力推进绿色建筑标准实施。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约17亿平方米，建成绿色建筑约85亿平方米，建设超低、近零能耗建筑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

米。三是加快建立清洁高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联合相关部门大力推动绿色公路、绿

色水运、港口岸电等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等清

洁低碳型交通工具，持续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截至今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149万

辆，居全球首位。四是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国管局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行

动，有序组织实施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工程，积极推广能源费用托管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机构能

源利用效率。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共建成约13万家县级及以上党政节约型机关和5114家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376家公共机构被评为能效领跑者。2021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

面积能耗和人均综合能耗分别同比下降1.14%、1.32%。 

&ldquo;碳达峰&middot;碳中和&rdquo;已成为国家战略，根本目的在于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可

持续发展。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

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等重

大决策中&ldquo;30&middot;60&rdquo;目标被反复提及，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指导意见



，2021年7月我国碳交易市场正式交易，&ldquo;碳达峰&middot;碳中和&rdquo;已成为国家战

略。 

自我国碳交易市场上线以来，碳中和政策频发。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主要目标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

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2021年11月10日，国家机关事物

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

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公共机构用能结构持续优

化，用能效率持续提升，年度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1.89亿吨标准煤以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

制在4亿吨以内，在2020年的基础上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碳排放下降7%，有条件的地

区2025年前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全国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2030年前尽早达峰。2022年7月13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

》提出，推进建筑太阳能光伏一体化建设，到2025年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

覆盖率力争达到50%；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钢结构住宅，到2030年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

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40%。2022年8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较2020年下降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2022年8月17日，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实施方案（2022-2030年）》，统筹提出支撑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科技创新行动和保障

举措，并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好技术研发储备。2022年10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

系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加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标准制修订。围绕钢铁、石化化工、

建材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要求，开展标准体系建设；加快节能低碳技术、绿色制造、资

源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研制配套标准样品。2022年11月7日，工信部等四部

门印发的《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出，优化建材行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源消费清洁低

碳化，在气源、电源等有保障，价格可承受的条件下，有序提高平板玻璃、玻璃纤维、陶瓷

、矿物棉、石膏板、混凝土制品、人造板等行业的天然气和电等使用比例。2022年11月1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

施方案》。提出&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有色金属产业结构、用能结构明显优化，低碳工

艺研发应用取得重要进展，重点品种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强度进一步降低，再生金属供应

占比达到24%以上。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碳中和战略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六章。首先介绍了国外的碳中和政策发布状况，接着分析了国内碳中和政策环境，然后对

中国碳交易市场政策做了深度解析，并对国内各个行业颁布的碳中和相关政策进行了详实的

分析。随后，报告对部分地方政府碳中和战略布局进行了分析。最后对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进行了阐述。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进行碳中和相关行业的投资，本报告可帮助您了解碳中和方面的相关政策

，是您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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