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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8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设立两阶段目标，单位碳排降幅要求超社会平均。方案提出，1）“十四
五”期间：到 202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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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五五”期间：在实现工业
领域碳达峰的基础上强化碳中和能力，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工业领域达峰方案基本延续《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的要求，对单位碳排放降幅要求更高，工业领域将成为减碳主力军。 

 明确六大重点任务，体现前端清洁&中端节能&后端循环导向。方案提
出工业领域碳达峰的重点任务包括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深入推进节能降
碳、积极推行绿色制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技术变
革、主动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六大方向，并指明详细的路径。 

 用能端——优化用能结构，鼓励天然气、氢能、绿电等清洁能源替代：
a）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b）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c）推进氢能制储
输运销用全链条发展；d）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光伏+储能”等自
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e）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提升消纳绿电比例。 

 生产端——调整产业结构，革新工艺技术推进清洁生产：a）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b）构建
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c）推进重大低碳技术、工艺、装备创新突破和
改造应用，以技术工艺革新、生产流程再造促进工业减碳去碳。 

 回用端——强调资源循环，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条，锂电回收、再生塑
料、危废资源化产业受益：a）实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
料、废旧轮胎等再生资源回用行业规范管理。b）延伸再生资源精深加
工产业链条，促进高效再生循环利用。c）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
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d）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开展两项重大行动，细化重点行业目标。1）重点行业达峰行动。制定
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研究消费品、
装备制造、电子等行业低碳发展路线图，其中有色金属行业首提到 2025 

年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 24%以上。2）绿色低碳产品供给提升行动。发
挥绿色低碳产品装备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支撑作用，为能源生产、
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质量产品装备，其中交通领域提高城
市公交、出租汽车、邮政快递、环卫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比例，到 2030 年
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 40%左右，乘用车和
商用车新车碳排放强度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25%和 20%以上。 

 完善制度保障，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机制。1）碳市场：逐步扩大行业
覆盖范围，科学制定工业企业碳排放配额。随着排放数据成熟，碳市场
向工业领域扩容在即。2）绿电交易：开展试点，打通绿电认购、交易、
使用绿色通道。随着减碳推进，绿电交易在供需两端有望迎来放量。 

 随着双碳目标的全球推进，清洁能源&再生资源减碳价值凸显。1、天然
气：推荐【天壕环境】【九丰能源】；2、氢能： a）工业副产氢：关注【东
华能源】、【金宏气体】；b）核心设备制造商：加注设备关注【冰轮环境】、
【厚普股份】；燃料电池及整车关注【亿华通】、【泛亚微透】、【腾龙股
份】、【美锦能源】、【潍柴动力】; 3、优质绿电：关注【三峡能源】、【龙
源电力】、【节能风电】等 4、再生资源（市场化&最经济减碳）：动力电
池回收推荐【天奇股份】；再生塑料推荐【三联虹普】【英科再生】；危废
资源化推荐【高能环境】；酒糟资源化推荐【路德环境】；再生油关注【北
清环能】【嘉澳环保】【卓越新能】。 

 风险提示：政策进展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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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8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 

 

1.   设立两阶段目标，单位碳排降幅要求超社会平均 

方案设立两阶段目标，单位碳排降幅要求超社会平均。方案提出，1）“十四五”期

间：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建成一批绿

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研发、示范、推广一批减排效果显著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工艺

装备产品，筑牢工业领域碳达峰基础。到 202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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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工业能耗

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努力达峰削峰，在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的基础上强

化碳中和能力，基本建立以高效、绿色、循环、低碳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

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对比《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本次工业

领域方案对 2025 年单位能耗降幅要求保持一致，对单位碳排放下降幅度提出更高的要

求，工业领域将成为减碳主力军。 

 

2.   明确六大重点任务，体现前端清洁&中端节能&后端循环导向 

方案明确六大重点任务，突出前端用能清洁&中端节能优化&后端资源循环的导向。

方案提出工业领域碳达峰的重点任务包括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深入推进节能降碳、积极

推行绿色制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技术变革、主动推进工业领域数

字化转型六大方向，并指明详细的路径，体现了前端清洁、中端节能、后端循环的发展

思路。 

用能端——优化用能结构，鼓励天然气、氢能、绿电等清洁能源替代：a）重点控

制化石能源消费，有序推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煤炭减量替代。b）

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合理引导工业用气和化工原料用气增长。c）推进氢能制储输运

销用全链条发展。d）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光

伏+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e）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拓宽电能替代领域，

提升消纳绿色电力比例，优化电力资源配置。 

生产端——调整产业结构，革新工艺技术推进清洁生产：a）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引导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向可再生能

源富集、资源环境可承载地区有序转移。鼓励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原生与再生、冶炼

与加工产业集群化发展。b）构建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产品

设计、原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使用、回收处理的全过程。c）推进重大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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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装备创新突破和改造应用，以技术工艺革新、生产流程再造促进工业减碳去碳。 

回用端——强调资源循环，规范废金属、废塑料、废动力电池等回收体系，延伸精

深加工产业链条。a）实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等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行业规范管理，鼓励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公布碳足迹。b）延伸再生资源精深加

工产业链条，促进钢铁、铜、铝、铅、锌、镍、钴、锂、钨等高效再生循环利用。c）围

绕电器电子、汽车等产品，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体系建设。d）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地方

开展资源利用评价。支持尾矿、粉煤灰、煤矸石等工业固废规模化高值化利用，加快全

固废胶凝材料、全固废绿色混凝土等技术研发推广。到 2025 年，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

用率达到 57%，与前期《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目标一

致，本次方案提出到 2030 年进一步提升至 62%。 

 

表1：《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六大重点任务 

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优化重点行业产能规模 

推动产业低碳协同示范 

深入推进节能降碳 

调整优化用能结构 

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 

加快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 

加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能效 

强化节能监督管理 

积极推行绿色制造 

建设绿色低碳工厂 

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 

打造绿色低碳工业园区 

促进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全面提升清洁生产水平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推动低碳原料替代 

加强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推进机电产品再制造 

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加快工业绿色低碳技术变革 

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 

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力度 

开展重点行业升级改造示范 

主动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建立数字化碳管理体系 

推进“工业互联网+绿色低碳” 

数据来源：工信部，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行业点评报告 
 

 4 / 7 

 

3.   开展两项重大行动，细化重点行业目标 

开展两项重大行动，细化重点行业目标：一是重点行业达峰行动。聚焦重点行业，

制定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研究消费品、装备制造、

电子等行业低碳发展路线图，分业施策、持续推进，降低碳排放强度，控制碳排放量。

其中有色金属领域首提到 2025 年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 24%以上。二是绿色低碳产品供

给提升行动。发挥绿色低碳产品装备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完善设计开发

推广机制，为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质量产品装备，打造绿色低

碳产品供给体系，助力全社会达峰，其中交通领域提高城市公交、出租汽车、邮政快递、

环卫、城市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比例，到 2030 年乘用车和商用车新车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25%和 20%以上。 

 

表2：《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两大行动 

行动 领域 到 2025 年 到 2030 年 

重点行

业达峰

行动 

钢铁 

废钢铁加工准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过 

1.8 亿吨（《废钢铁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废钢铁加工准入企业年

加工能力达到 2 亿吨），短流程炼钢

占比达 15%以上 

富氢碳循环高炉冶炼、氢基竖炉直接还原

铁、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取得突破应

用，短流程炼钢占比达 20%以上 

建材 

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水平下降 

3%以上（《“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

展规划》：水泥产品单位熟料能耗水

平降低 3.7%） 

原燃料替代水平大幅提高，突破玻璃熔窑

窑外预热、窑炉氢能煅烧等低碳技术，在

水泥、玻璃、陶瓷等行业改造建设一批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低碳生产线，实现

窑炉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产业化示范 

石化化工 

“减油增化”取得积极进展，新建炼

化一体化项目成品油产量占原油加工

量比例降至 40%以下，加快部署大

规模碳捕集利用封存产业化示范项目 

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乙醇等短流程合成

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 

有色金属 

铝水直接合金化比例提高到 90%以

上，再生铜、再生铝产量分别达到 

400 万吨、1150 万吨，再生金属供

应占比达 24%以上 

电解铝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提至 30%以

上 

消费品 

造纸：产业集中度前 30 位企业达 

75%，采用热电联产占比达 85%。纺

织：差别化高品质绿色纤维产量和比

重大幅提升，低温、短流程印染低能

耗技术应用比例达 50%，能源循环

利用技术占比达 70% 

造纸：热电联产占比达 90%以上 

纺织：印染低能耗技术占比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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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 

一体化压铸成形、无模铸造、超高强

钢热成形、精密冷锻、异质材料焊

接、轻质高强合金轻量化、激光热处

理等先进近净成形工艺技术实现产业

化应用 

创新研发一批先进绿色制造技术，大幅降

低生产能耗 

电子 

连续拉晶技术应用范围 95%以上，

锂电材料、光纤行业非电能源占比分

别在 7%、2%以下 

电子材料、电子整机产品制造能耗显著下

降 

绿色低

碳产品

供给提

升行动 

构建绿色低碳产品

开发推广机制 

创建一批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制修订 300 项左右绿色低碳产

品评价相关标准，开发推广万种绿色

低碳产品 

/ 

加大能源生产领域

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 / 

加大交通运输领域

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 

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

具比例达到 40%左右，乘用车和商用车

新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 2020 年下

降 25%和 20%以上 

加大城乡建设领域

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   

注：蓝色字体表示与前期政策规划目标一致，橙色字体表示与前期目标有差异，红色字体为新增量化目标 

数据来源：工信部，东吴证券研究所 

 

4.   完善制度保障，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机制 

完善制度保障，健全碳市场&绿电交易机制。方案提出健全法律法规、构建标准计

量体系、完善经济政策、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开展国际合作等系列政策保障。

在市场机制方面，1）碳市场：健全配套制度，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科学制定工业企

业碳排放配额，随着各行业排放数据核算方案落实，碳市场将向高耗能非电行业逐步铺

开。2）绿电交易：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打通绿电认购、交易、使用绿色通道，随着

减碳方案推进，绿电交易在供需两端有望迎来放量。 

 

5.   建议关注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设立两阶段目标，对单位碳排设立更高的降幅要求，

体现工业领域减碳的重要地位；明确六大重点任务，突出前端清洁&中端节能&后端循

环导向；开展两大重点行动，细化重点行业减碳路线图。随着双碳目标的全球推进，清

洁能源&再生资源具备显著的减碳价值。建议关注： 

1） 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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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具备大规模替代基础的清洁能源。重点推荐【天壕环境】稀缺跨省长输

贯通在即，解决资源痛点空间大开，【九丰能源】LNG“海陆双气源”布局完善，制氢&

加氢优势打开广东、川渝氢能市场 

氢能——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助力深度脱碳。当前工业副产氢最具成本&规模优势，

为产业链优先平价环节，可再生能源制氢及燃料电池领域发展前景及降本潜力较大， a）

工业副产氢：建议关注【东华能源】、【金宏气体】；b）核心设备制造商：加注设备建议

关注【冰轮环境】、【厚普股份】；燃料电池及整车建议关注【亿华通】、【泛亚微透】、【腾

龙股份】、【美锦能源】、【潍柴动力】。 

绿电——双碳背景下内在价值提升&需求释放。建议关注优质绿电标的【三峡能源】、

【龙源电力】、【节能风电】等。 

2）再生资源：  

再生资源——最具经济性&市场化减碳赛道：动力电池回收重点推荐【天奇股份】

锂电回收长周期高景气，产能扩张&渠道拓展；再生塑料重点推荐【三联虹普】再生塑

料核心技术提供方，订单储备丰富，【英科再生】再生塑料减碳 50%，双碳目标下打开

资源化蓝海市场；酒糟资源化重点推荐【路德环境】实控人定向增发 1.1 亿；危废资源

化重点推荐【高能环境】深度资源化+区域品类扩张；再生油建议关注【北清环能】【嘉

澳环保】【卓越新能】。 

 

风险提示：政策进展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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