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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事件：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到 2025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

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

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打造绿色低碳全链条。本次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将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

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从生产、流通、消费、

基础设施升级、绿色技术和法律法规等六方面入手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的形成。 

 围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从供给端及需求端实现碳中和。我国主要可通

过能源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实现净零碳排放。1）电力部门脱碳：提升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

能，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2）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推广绿色低碳运输

工具，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3）可持续能源

消费：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快构建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做好餐厨垃圾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4）负排放：推进退化耕地综合治理，发展林业循环

经济，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5）碳金融市场：进一步

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发展绿色信贷和绿

色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 

 投资建议：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

问题的基础之策，环保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方式，垃圾焚烧、

再生资源、环卫电动化、湿垃圾资源化等领域有望受益。以垃圾焚烧为例，

通过测算 2030 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减排量预计可达 1.2 亿吨/年，具备良好

的碳减排效果。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建设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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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

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

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

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

初步形成。 

 到 2035 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

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

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1. 打造绿色低碳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打造绿色低碳全链条。绿色发展是包含绿色生产、绿色流

通、绿色消费、绿色创新等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本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将全方位

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

绿色消费，从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升级、绿色技术和法律法规等六方面入手促进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形成。 

绿色生产方面：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推行产品绿色设计，

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发展生态

循环农业。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培育绿色流通主体，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壮大绿

色环保产业，建设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打造一批大型绿色产业集团。提升产业园区和产

业集群循环化水平，推进既有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构建绿色供应链，开展绿色

供应链试点。 

绿色流通方面：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加强物流运输组织管理，打造绿色物流。加强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建立绿色贸易体系，积极优化贸易结构，加强绿色标准国际合作。 

绿色消费方面：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加强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

管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 

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快大容

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

网一体化”，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积极打造绿

色公路、绿色铁路、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色空港。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大力发展绿色建

筑，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绿色创新技术方面：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

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 

法律法规方面：强化法律法规支撑，强化执法监督。健全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完善污水

处理收费政策，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加大财税扶持力度，继续利用财政资金和

预算内投资支持相关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4/12 

[table_page] 产业研究点评报告 

 
力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开展绿色标准体系

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加强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统计监测。培育绿色交易

市场机制，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 

 

图 1：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贯穿全链条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  碳中和促进环保减污降碳协同发展 

2.1. 各部门密集部署碳达峰碳中和任务 

自从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示：中

国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针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目标，各部门先后做出相关部署。 

生态环境部：碳达峰行动纳入环保督察，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保护协同增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入 2021 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国资委：推动央企积极参与碳中和行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工信部：制定重点行业达峰行动方案，做好工业低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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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引导金融资源绿色发展； 

发改委：从加大调整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加速低碳技术

研发推广、健全低碳发展体制、努力增加生态碳汇等六方面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深改委：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统筹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

案。 

 

表 1：2020 年以来各部门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相关部署 

时间 部门 会议 主要内容 

2020/9/27 
生态环

境部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吹风会 

尽快出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尽早部署实现中长期气候新行动

目标路线图，加强对 2035 年远景目标的论证，系统谋划“碳中和国家”

建设基本方略和实施路线图。 

2020/9/30 
生态环

境部 
《光明日报》发文 

将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宣布的碳达峰目标，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

计划，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推动地方、部门和重点行业开展达峰行

动，确保如期实现达峰目标。 

2020/10/13 
生态环

境部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进行视频会谈 

将设计与中长期目标和愿景相衔接、有力度的气候目标，并纳入“十四五”

规划予以落实，编制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并结合全

国碳市场建设、低碳试点示范、气候投融资试点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等

重点工作。 

2020/10/28 
生态环

境部 

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 

强调达峰行动有关工作将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并对各地方进展情况开

展考核评估；将碳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20/11/13 
生态环

境部 
生态环境部座谈会 

要组织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

动计划，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2020/11/15-

17 

生态环

境部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集中学习会议 

要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将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

项规划，以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

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 

202012/16-

18 

中共中

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

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2020/12/17 
生态环

境部 
上海座谈会 

各地对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南

(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建议。 

2020/12/24

-25 
国资委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 

央企要带头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积极参与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国资委主动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将

“3060”目标作为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2020/12/28

-29 
工信部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 

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并

制定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 

2020/12/29 
生态环

境部 

生态环境部 12 月份例

行新闻发布会 

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门

将抓住“降碳”这个总抓手，推动 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支持有条

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并鼓励一些重点行业率先达峰。 

2021/1/4 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

议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

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抢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逐步建全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 

2021/1/9 
生态环

境部 

《关于统筹和加强应

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

导意见》 

实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确定和分解达峰、中和目标制定达

峰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将成为地方首要任务，已经达峰的地方进一步降低

碳排放，并强调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明确达峰目标并制定达峰行动方案。 

2021/1/19 发改委 2021 年首场新闻发布 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加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免责声明                            

华宝证券  6/12 

[table_page] 产业研究点评报告 

 
会 速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健全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努力增加生态碳汇。 

2021/1/21 
生态环

境部 

2021 年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会议 

将加快建立支撑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项目库，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建设，深化低碳省市试点，强化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究编

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 

2021/1/25 
生态环

境部 
首届气候适应峰会 

中国正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韩正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国

内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气候风险抵御能力。 

2021/1/27 
生态环

境部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 

将应对气候变化短期目标与长期愿景相结合。谋划好“十四五”应对气候

变化目标任务，提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衔接的有力度的碳强度降低约束性

指标。 

2021/2/19 深改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围绕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统筹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使发

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

础上，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资料来源：各大政府网站，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2. 围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从供给端及需求端实现碳中和 

我国主要可通过能源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实现净零碳排放，主要方式包含电力部门脱

碳（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发电）、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节能增效）、可持续能源消费（资

源再生）、负排放（森林碳汇、碳捕集）和碳金融市场等方式。本次《指导意见》是对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任务的细化，根据对碳中和实现方式的梳理，意见中涉及的减碳方式如下： 

 电力部门脱碳：1）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因地

制宜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2）加快大容量储能

技术研发推广，提升电网汇集和外送能力；3）增加农村清洁能源供应，推动农村发

展生物质能；4）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减少生

活垃圾填埋处理。 

 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1）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2）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

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可持续能源消费：1）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2）提

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3）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废纸、废塑

料、废旧轮胎、废金属、废玻璃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

率。4）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广典型回收模式和经验做法。5）做好餐厨

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负排放：1）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推进退化耕地综合治理；2）发展林业循环

经济，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3）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

范。 

 碳金融市场：1）碳交易：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

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2）碳金融产品：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

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评

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

业上市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推动国际绿色金

融标准趋同，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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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碳中和促进环保减污降碳协同发展 

从环保行业来看，资源再生、环卫电动化、固废处理等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方式。 

生活垃圾处理领域，《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

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将优化理顺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全产业链模式，从分类收集端的再生资源利用，到运

输端环卫装备电动化，以及后端垃圾焚烧和餐厨垃圾处理资源化，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发展。 

工业固废领域，《指导意见》提出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废金属、废玻璃

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率。 

具体来看，以生活垃圾焚烧为例，《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减少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垃圾焚烧可代替化石燃料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同时避免填埋方式产生的甲烷温室气体，具备良好的碳减排效果。 

垃圾焚烧二氧化碳减排量的主要计算方式为： 

生活垃圾𝐶𝑂2减排量 =基准线碳排放量−焚垃圾烧碳排放量−泄露排放量 

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碳排放计算方法研究》的测算，假设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的日

处理量为 500 吨/日，运行天数 333 天，年处理垃圾量 16.65 万吨，十年内实现碳减排

47.76 万吨，年平均减排量 4.78 万吨，吨垃圾焚烧减排量 0.29 吨。 

预计 2030 年垃圾焚烧减排量达 1.2 亿吨/年。根据《城乡住建部统计年鉴》，2019 年

我国生活垃圾焚烧产能为 45.65 万吨/日，年垃圾处理量为 1.22 亿吨，对应的碳减排量为

3531 万吨。根据“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垃圾焚烧产能达 59.14 万吨/日，假设产能利用

率为 83%，年运行天数为 333 天，垃圾焚烧减排量为 4745 万吨。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

预测，结合各省（市、区）中长期规划，2030 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产能达 149 万吨/日，

垃圾焚烧减排量 1.20 亿吨。 

 

表 2：垃圾焚烧项目减排量估算（单位：吨二氧化碳） 

 
基准线排放量估算 项目活动排放量估算 泄露估算 减排量估算 

第一年 56526 50222 4015 2289 

第二年 70717 50222 4015 16480 

第三年 82934 50222 4015 28697 

第四年 93481 50222 4015 39244 

第五年 102612 50222 4015 48375 

第六年 110541 50222 4015 56304 

第七年 117448 50222 4015 63211 

第八年 123483 50222 4015 69246 

第九年 128772 50222 4015 74535 

第十年 133424 50222 4015 79187 

总减排量    477568 

年平均减排量    47756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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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垃圾焚烧项目减排量估算（单位：吨二氧化碳） 

 
2017 2018 2019 2020E 2030E 

垃圾处理能力（万吨/日） 29.81 36.46 45.65 59.14 149 

运行天数（日） 333 333 333 333 333 

产能利用率（%） 85.27% 83.89% 80.09% 83% 83% 

焚烧处理量（万吨） 8463.3 10184.9 12174.2 16361.65 41222.28  

吨碳减排量（吨） 0.29 0.29 0.29 0.29 0.29 

垃圾焚烧减排量（万吨） 2454.36  2953.62  3530.52  4744.88  11954.4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产业信息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从再生资源来看，《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广典型回收模

式和经验做法。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废金

属、废玻璃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率。 

家电回收处理领域，2020 年 11 月 30 日，供销总社、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积

极打造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产业链 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2 年，构建

规范有序、运行顺畅、协同高效的供销合作社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畅通家电销售、

回收、处理产业链；培育一批管理规范、技术先进的家电销售回收处理企业；形成一批

线上线下融合、处理技术先进的家电销售回收处理模式和经验做法；供销合作社系统力

争年处理废旧家电能力占社会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

电更新消费中的作用显著提升。 

一般工业固废回收利用领域，2020 年 11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改委、

海关总署等联合印发《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 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的进口量为 1987 万吨，同比下降 45.1%，

相较 2011 年下降 58%；主要再生资源的回收量为 31991 万吨，同比增长 13.4%，相较

2011 年增长 94.3%；主要回收价值为 8705 亿元，同比增长 15.3%，相较 2011 年增长

51%。随着固废进口的禁止，未来固废资源回收则聚集于国内，有望加速构建国内资源

回收利用体系，提供固废资源的回收率和利用率。 

 

图 2：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单位：万吨）         图 3：主要再生资源进口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商务部，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商务部，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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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指导意

见》明确到 2025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环保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方式，垃圾焚烧、再

生资源、环卫电动化、湿垃圾资源化等领域有望受益。 

 

4.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进度不及预期，建设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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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 

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

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 

到 2035 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重点任务 

健全绿

色低碳

循环发

展的生

产体系 

推进工业绿色

升级 

加快实施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纺织、造纸、皮革等行业绿色化改造。 

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完善“散乱污”企业认定办法，分类实施关停取缔、整合搬迁、整改提升等措施。 

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危险废物管理。 

加快农业绿色

发展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强农膜污染治理。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推进退化耕地综合治理。 

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农业节水，推广高效节水技术。 

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服务业绿

色发展水平 

促进商贸企业绿色升级，培育一批绿色流通主体。 

加快信息服务业绿色转型，做好大中型数据中心、网络机房绿色建设和改造，建立绿色运营维护体系。 

推进会展业绿色发展，指导制定行业相关绿色标准，推动办展设施循环使用。 

推动汽修、装修装饰等行业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 

壮大绿色环保

产业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鼓励设立混合所有制公司，打造一批大型绿色产业集团；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主业

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和以环境治理效果为导向的环境托管

服务。 

进一步放开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领域节能环保竞争性业务，鼓励公共机构推行能源托管服务。 

提升产业园区

和产业集群循

环化水平 

推进既有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推动公共设施共建共享、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和

污染物集中安全处置等。 

鼓励建设电、热、冷、气等多种能源协同互济的综合能源项目。 

鼓励化工等产业园区配套建设危险废物集中贮存、预处理和处置设施。 

构建绿色供应

链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选择绿色材料、实施绿色采购、打造绿色制造工艺、推行绿色包装、开展绿

色运输、做好废弃产品回收处理，实现产品全周期的绿色环保。 

选择 100 家左右积极性高、社会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探索建立绿色供

应链制度体系。 

健全绿

色低碳

循环发

展的流

通体系 

打造绿色物流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推进铁水、公铁、公水等多式联运，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 

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淘汰更新或改造老旧车船，港口和机场服务、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等领

域要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加大推广绿色船舶示范应用力度，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 

加强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 

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鼓励地方建立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心。 

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引导生产企业建立逆向物流回收体系。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广典型回收模式和经验做法。 

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废金属、废玻璃等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率。 

建立绿色贸易

体系 

积极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从严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出口。 

加强绿色标准国际合作，做好绿色贸易规则与进出口政策的衔接。 

健全绿

色低碳

循环发

促进绿色产品

消费 

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逐步将绿色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 

加强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引导，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 

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引领全社会提升绿色电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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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消

费体系 
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 

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开展宣传、培训和成效评估。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进过度包装治理。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整治环境脏乱差，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加快基

础设施

绿色升

级 

推动能源体系

绿色低碳转型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

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 

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提升电网汇集和外送能力。 

增加农村清洁能源供应，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 

推进城镇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

升级 

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网一体化”，加快建设污泥无害化资

源化处置设施，因地制宜布局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减少生活垃圾填埋处理。 

加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水平，严格执行经营许可管理制度。 

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能力。做好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在沿海缺水城市推动大型海水淡化设施建设。 

提升交通基础

设施绿色发展

水平 

将生态环保理念贯穿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集约利用土地等资源，合理避让

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积极打造绿色公路、绿色铁路、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色空港。 

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 

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建立绿色建筑统一标识制度，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

动社区基础设施绿色化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乡

村绿化美化等。继续做好农村清洁供暖改造、老旧危房改造，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村庄环境。 

构建市

场导向

的绿色

技术创

新体系 

鼓励绿色低碳

技术研发 

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

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 

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平台。 

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 

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 

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强化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

化应用。 

完善法

律法规

政策体

系 

强化法律法规

支撑 

推动完善促进绿色设计、强化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污染治理、推动绿

色产业发展、扩大绿色消费、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法律法规制度。 

健全绿色收费

价格机制 

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合理制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完善节能环保电价政策，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继续落实好居民阶梯电价、气价、水价制度。 

加大财税扶持

力度 

继续利用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支持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能源高效利用、

资源循环利用等。 

继续落实节能节水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方面的所得税、增

值税等优惠政策。做好资源税征收和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工作。 

大力发展绿色

金融 

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 

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评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

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 

完善绿色标

准、绿色认证

体系和统计监

测制度 

开展绿色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形成全面系统的绿色标准体系。 

加快标准化支撑机构建设。 

加快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建设，培育一批专业绿色认证机构。 

加强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统计监测，健全相关制度，强化统计信息共享。 

培育绿色交易

市场机制 

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 

加快建立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市场交易、纠纷解决、配套服务等制度，做好绿色权属交易与相关目

标指标的对接协调。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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