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信部：今年制定 100项碳足迹规则标准
加快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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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国新办举行 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

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

局局长陶青介绍道，2024年计划
制定 100 项左右重点产品碳足
迹规则标准。大力发展氢能、储

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提升落后产

能能耗、环保等要求，加快推进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据陶青介绍，2023年，按照全
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的部署，

工业和信息化部努力推动工业绿

色低碳转型，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钢铁、电解铝、石化化工、建材等

行业中的落后产能进一步退出，

78家钢铁企业 3.9亿吨粗钢产能
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重点

行业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持续下降。

二是绿色动能加快释放。持

续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加大

先进典型培育力度，截至 2023年
底，累计在国家层面创建绿色工

厂 5095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
的比重超过 17%。全球单机容量
最大的 16兆瓦海上风机成功并
网发电，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产

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沿海

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呈加速态

势。首个万吨级绿氢产业化示范

项目建成投产。全年环保装备制

造业总产值预计超过 9700亿元。
三是能源资源利用更加高效。

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持续提升，

乙烯等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

产能比例已经超过 30%。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预计超

过 93%。信息基础设施能效也不断
优化，截至 2023年底，累计培育
196家绿色数据中心。

四是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体

系进一步完善。全年遴选 239家
废钢铁、废纸、新能源汽车废旧

动力电池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全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电池综合利用量 22.5万吨，基本
实现应收尽收。家电行业通过易

回收、可拆借设计实现了冰箱、

洗衣机、空调等产品可回收利用

率超过 80%。
陶青表示，下一步，将持续

提升新型工业化的含绿量，不断

擦亮生态底色。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工业减

碳。统筹推进工业及重点行业

碳达峰，开展工业数字化碳管

理试点。2024 年计划制定 100
项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规则标

准。大力发展氢能、储能等绿色

低碳产业，提升落后产能能耗、

环保等要求，加快推进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

二是着力构建绿色制造和

服务体系。深入实施绿色制造

工程，2024 年力争新培育国家

层面绿色工厂 1000 家，完善绿
色制造服务体系，试点推行“企

业绿码”。充分发挥国家产融合

作平台作用，在新能源汽车、绿

色家电等方面积极打造绿色消

费场景。

三是大力提升工业能效水

效。推动重点行业和电机、变压

器等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在

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快工业绿色

微电网建设，发布 2024年工业
领域节能节水技术装备推荐目

录，持续创建能效、水效“领跑

者”企业。

四是全面推动资源高效利

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

系，鼓励有条件地区创建“无废

园区”“无废企业”。推动再生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规范发展，2024
年主要品种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量要稳中有升，完善新兴固废利

用体系，力争年综合利用废旧动

力电池量达到 26万吨以上。
（据国新办网站）

1月 19日，记者从国网北
京市电力公司获悉，随着京津

唐电网绿色电力成功交易，自

2024 年 1 月起，北京市超过
8000辆电动公交车开始用上绿
色电力，标志着北京首次实现

电动公交车充绿电。对于众多

乘坐公交出行的市民来说，意

味着他们的低碳出行将升级为

“零碳”出行模式。

据介绍，北京市电动汽车

保有量居全国前列，其中电动

公交车已超过 1万辆。2024年
1月，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积极服务北京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依托北京电力交易平台

撮合省间绿电交易，跨省采购

了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乌兰察布市的 3.7亿千瓦时
风电和光伏电力。今年，这些绿

色电力将通过电动公交场站的

约 1200台充电桩，为北京超过
8000辆电动公交车提供源源不
断的绿色动能。经测算，此项绿

电交易预计全年可减排二氧化

碳约 29.51万吨。
据悉，当前，北京市正在稳

步推进“双碳”行动，推动生产、

生活、生态融合，开展绿色建筑、

能源和交通项目建设，加快绿色

低碳转型，形成更多绿色发展生

动实践。承担北京地区电力市场

交易工作的首都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主动作为，针对电动汽

车数量持续增长情况开展广泛

调研，摸排全市电动汽车绿电需

求，与多家大型电动汽车充电桩

运营商研讨消费绿电的可行性

和意愿度，介绍绿电交易相关政

策。同时，该交易中心积极拓展

绿电来源渠道，先后与华北、东

北等新能源富余地区沟通协商

绿电进京事宜。

“我们按照‘全量参与、分

类实施’的思路，首先选取电动

公交车作为试点，结合年度省

间绿电交易工作，撮合用户以

市场化交易方式跨省购入了

3.7亿千瓦时绿电。这次交易的
规模比较大，促成北京近八成

电动公交车用上绿电，可以说

真正实现了新能源车用新能源

电。”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市场部主任王沁介绍说。

据了解，在全市各电动汽车

充电桩运营商的共同努力下，北

京市在全国已率先实现充电站

“县县全覆盖、乡乡全覆盖”。其

中，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聚焦市

民关切的充电诉求，不断提升充

电设施建设服务水平，基本建成

全场景充电网络，全力满足市民

绿色出行充电需求。截至 2024
年 1月，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已
累计建设充电设施超过 1.5 万
台，服务覆盖居民社区、企事业

单位、农村地区等多类用车场

景，形成了“城际全贯通、城乡全

覆盖、服务全天候”的充电服务

网络。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在全

市 10条高速公路建成 22座充
电站、120个充电桩，实现高速
服务区充电站全覆盖；乡村建成

充电桩 3663台，基本覆盖所有
乡镇地区。

城市绿色发展离不开清洁、

安全、可靠的电力支持。国网北

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王

琼介绍，2024年将紧密围绕“双
碳”行动，以数智化坚强电网建

设为引领，大力实施助力能源转

型行动。该公司将打出一套“开

源、引电、强网、调荷、降碳、建

制、创新、协同”组合拳，推动能

源生产清洁化，积极助力北京市

持续扩大电动汽车领域绿电交

易规模，提高绿电在京消费占

比，保障高比例优质绿电“引得

进、落得下、供得好”，有效促进

新能源发展和消纳。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成

功发放一笔 1000万元贷款，专项
支持 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
量）项目的开发、审定及减排量核

查工作，这也是 CCER市场重启
背景下深圳市首笔“CCER项目
发电量挂钩贷款”。

2023年 10月 19日，生态环
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标志着暂停 6 年的
CCER市场正式重启。业内人士
指出，CCER重启将为金融机构
提供更多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的

机会。在国内碳市场、碳交易逐

步成熟的背景下，碳金融产品的

推出直接决定着碳交易市场的

流动性与交易规模。

作为国内绿色金融业务的先

行者，浦发银行以产品和业务模

式的创新引导和激励企业积极

参与碳汇开发，推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协助企业切实走出一条

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了解到深圳

市晟世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融资需求后，浦发银行由总行牵

头会同深圳分行，迅速成立总分

支融合团队，基于已经制定的挂

钩贷款、碳资产融资系列操作指

引，创新设计了碳资产融资“挂

钩”业务模式，将贷款利率与客户

CCER开发项目对“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贡献程度———即煤

矿瓦斯发电项目供电量、碳减排

量挂钩，设置分档利率，为企业提

供了不同于传统贷款的绿色方

案。该业务模式下，项目融资成本

将随着发电量、碳减排量的上升

而下降，反之则利率上调，以实际

行动帮助企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

生产经营中去、加快低碳转型。

据介绍，本次 CCER开发项
目位于山西省阳泉市一煤矿井，

总装机容量为 28MW，利用煤层
增透技术原理，原始煤层瓦斯径

向流动模型进行井下瓦斯治理钻

孔布置，通过与煤矿合作，在不增

加煤矿经济负担的前提下，自行

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发电站。

该电站将煤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

有害瓦斯气体，及机组缸套水及

烟气的余热产生的热水和蒸汽替

代现有燃气锅炉房作为矿区热

源，变害为利、变废为宝，对煤炭

工业的综合利用、能源的可持续

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该业务的落地，是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支持减排降碳、服务实

体经济的有益实践。浦发

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

示，该行将围绕绿色产业

发展和高碳产业转型需

求，搭建“绿色金融+转型
金融+碳金融”三驾马车
并行的可持续金融框架

体系，提高金融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质效，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

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据深圳新闻网）

北京首次实现电动公交车充绿电 深圳首笔 CCER挂钩贷款落地

国网北京电力员工检测电动公交车充电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