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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快中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

张玉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 以全新的视野创造性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我们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 对推动绿色

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单列专章作出战

略部署，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力量。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把保护

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发展作为重要使命责任，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绿、 增

长， 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助力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

一、 坚持思想引领， 切实强化绿色发

展理念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坚持以加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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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设为统领，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

决定性意义，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强化政

治自觉，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 强化 “第一

议题” 制度， 健全 “看齐对标” 机制， 深刻

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不断增强抓好

绿色低碳发展的政治自觉。 强化组织领导， 将

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绿色转型一体推进， 成

立生态环保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领导小组， 国

务院国资委专门设立社会责任局， 将绿色低碳

发展纳入 “十四五” 中央企业发展规划纲要，

将节能降碳指标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企业绿色转型

的组织管理体系、 统计监测体系、 考核奖惩体

系。 强化制度保障， 修订完善中央企业节约能

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 印发关于推

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指导意见， 统筹中央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编

制工作， 强化制度执行和刚性约束， 有力推动

中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为新时

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

局性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新征程上， 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更加牢固地树立和践行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大局， 谋划推进国资央企工作， 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坚决把中央企业发展建

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

上。 一是推动绿色发展理念与企业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 坚持党对国资央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的全面领导， 发挥国资监管机构专业化、 体系

化、 法治化监管优势， 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

政策制度、 监督考核、 基础管理等组织体系和

工作体系， 开展企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 树立

绿色发展的鲜明导向。 二是以市场化方式为绿

色发展赋能。 深入落实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要

求， 积极参与水权、 用能权、 碳排放权等交易

市场建设， 更好促进完善碳定价机制， 以市场

化方式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三是大力培育

和践行绿色文化。 树立正确政绩观， 倡导 ＥＳＧ

（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 理念， 编制发布中

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举办中央企业绿色

发展论坛和成果展， 加强绿色低碳领域国际交

流合作， 增强国资央企干部员工的节约意识、 环

保意识、 生态意识， 形成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 加快产业升级， 着力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的重要手段， 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

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

央企业把绿色低碳转型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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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产业绿色改造升级， 发展壮大绿色低碳新兴产

业，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成色更足、 成果更实。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 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约 ３５. １％，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化学需氧量、

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约 ７７. ７％、 ７７. ６％、 ５７. ０％、

５６. ２％。 落后产能加快退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年，

中央企业累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１６４４ 万吨，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１. １９ 亿吨， 整合优化煤炭

资源 ２. ８ 亿吨， 煤电企业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任务， 化工企业建设废水 “零排放”

项目， 建材企业强化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循环

利用。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 石油石化、 建筑、

钢铁、 交通、 有色、 建材等行业中央企业加快绿

色升级， 鞍钢建设国内规模最大的绿色智能地下

铁矿， 中国石油所属吉林石化建设国内首个全

绿电化工项目， 中国铁塔成立后新建基站共享

率从 １４％提升至 ８０％以上， 节约土地 ５. ５ 万

亩、 减少碳排放 ２５００ 多万吨。 绿色产业加快

布局， ２０１７ 年以来， 中央企业在新能源、 新

材料等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速超过 ２０％， 数字

化转型行动计划和 ５Ｇ 应用 “扬帆” 行动深入

推进，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加快融合， 中国建筑牵

头制定绿色建筑、 零碳社区等国家标准， 中国

远洋海运 ２０２２ 年新造船订单中新能源动力船

舶占比超过 ９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化、 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 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

输结构等调整优化，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中央

企业产业结构整体 “较重”， 煤炭、 石油石

化、 冶金、 建材、 电力等高碳行业资产占比达

到 ７０％， 在产业转型中应当切实发挥好表率

引领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扭住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个关键， 全方位、 全产业、

全过程推进， 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绿色化程

度，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 一是坚决遏

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严格落实

“两高” 项目能耗准入标准， 全面排查在建、

拟建项目， 实施清单管理、 分类处置、 动态监

控， 巩固钢铁、 煤炭去产能成果， 加强产能过

剩分析预警， 严格压减产能。 二是进一步推动

绿色转型。 推进钢铁、 有色金属、 石油石化、

交通、 建筑、 建材等行业绿色升级， 实行非高

炉炼铁技术示范， 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

展， 积极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 推动超低能耗

建筑、 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提高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 加快发展电动、 液化天然气动力船

舶。 三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产业绿色升

级。 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推动 ５Ｇ、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

合， 大力发展新材料、 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

车、 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设一批国

际先进水平的绿色工厂和工业园区， 加快推动

工业领域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发展。

三、 突出重点领域， 全面建设清洁低

碳能源体系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

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相关领域碳排放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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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排放总量的 ８０％以上。 近年来， 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坚持高效统筹保障能源安

全和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调整升级， 立足多元化

能源供给， 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大力实施

可再生能源替代， 有效提升能效水平、 保障供

应安全。 煤炭消费加快减量替代， 加快现役机

组节能降碳、 灵活性和供热改造 “三改联

动”， 发电行业中央企业单位供电煤耗降至

２９８ 克标准煤 ／千瓦时以下， 单位供电二氧化

碳排放量低于 ５５０ 克 ／千瓦时。 清洁能源产业

深入发展， 发电行业中央企业清洁能源装机容

量占比超过 ４５％， 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央企业

布局氢能产业， 电网行业中央企业新能源利用

率超过 ９７％， 国家电网在张北建成世界首个

柔性直流电网工程、 保障冬奥场馆绿电供应，

南方电网广东梅州、 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全面建

成投产。 多元化能源体系保障供应， 聚焦打好

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 统筹好煤电和新能源供

给， 发挥大电网余缺互济优势， 多渠道保障能

源电力稳定供应， ２０２２ 年煤炭行业中央企业

日均产量达到 ２９５ 万吨、 同比增长 ７％， 执行

中长期合同让利超过 １９００ 亿元， 电力行业中

央企业发电量达到 ５. １ 万亿千瓦时， 以 ５４. ７％

的机组容量保障了全国 ６３. １％的电力供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立足我国能源资

源禀赋， 坚持先立后破， 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

达峰行动，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 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基本国情， 强化系统观念， 统筹好发展和减

排、 整体和局部、 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

系， 严格落实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 “双控”

要求， 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落地， 加快

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 全面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一是深入推进化石能源高效利用。 加强能

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科学有序发展先进煤

电， 大力淘汰落后低效设备， 积极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转化、 分级梯次利用， 加大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 加快页岩气、 煤层

气、 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

二是加快建设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体系。 坚持集

中式和分布式并举、 陆海并重， 加快建设风电

和光伏发电基地， 统筹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因地制宜推进生物质

能、 地热能、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 三是着力

提升可再生能源供给消纳水平。 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推进清洁电力资源大

范围优化配置， 提升电网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的消纳和调控能力， 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元直

接利用和就地就近消纳， 加快新型储能示范

推广应用， 建设稳定安全可靠的新能源供给

消纳体系。

四、 强化科技赋能， 为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化低碳化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 产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支撑。 科技决定企业的未来， 科技决

定未来的企业。 新时代以来， 国务院国资委和

中央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坚持应

给尽给、 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和政策保障， 加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持力度， 绿色低碳领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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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技术策源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一批绿色低

碳技术创新平台建成运行， 中央企业牵头建设

新能源汽车、 氢能源等一批绿色创新平台， 成

立海上风电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 中国新型储

能产业创新联盟、 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联盟， 中

国石化建成我国最大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产

业链示范基地。 一批绿色低碳硬科技取得突

破， 中国宝武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工艺路径实

现减碳 ２０％目标， 东方电气集团超超临界煤

电机组达到全球领先技术水平。 一批绿色科研

成果示范应用， 中国华能全球首堆四代核能高

温气冷堆并网发电， 国家能源集团全球唯一的

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制油示范工程不断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

力， 专门强调要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

推广应用。 中央企业作为绿色科技创新的国家

队、 主力军， 将聚焦传统工艺替代难、 现有技

术挖潜难、 新技术投资应用成本高等重点难点

问题， 坚持攻关和应用两手抓， 加快绿色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和创新应用， 为绿色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是进一步加大绿

色前沿科技攻关力度。 大力开展低碳零碳负碳

技术攻关， 在高效率太阳能电池、 可控核聚

变、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重点领域加大攻坚力

度， 力争实现更多 “从 ０ 到 １” 的突破。 二是

搭建更多高水平绿色创新平台。 以国家绿色低

碳科技和产业重大需求为导向， 主动承担重大

科技工程项目， 积极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等力

量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建设更多绿色技术创

新联合体， 促进绿色低碳领域产学研深度融

合。 三是加快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用好国

家绿色发展基金和首台 （套） 等政策， 发挥

国资央企创新基金作用， 支持重点绿色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应用， 加强绿色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 促进绿色低碳领域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

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 着力打通从绿色技术到

绿色产业的 “最后一公里”。

五、 服务国家战略， 在美丽中国建设

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 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持

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国广袤国土上的蓝

天白云重新展现， 绿色版图不断扩展， 绿色经

济加快发展， 城乡环境更加宜居， 美丽中国建

设迈出坚实步伐。 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 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

务院决策部署，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中央企业

发展的硬约束， 强化制度保障和激励引导， 助

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降碳减污和生态环保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开展绿色帮扶助力扶贫脱

贫， 充分考虑贫困地区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等

要素禀赋结构， 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 循环

农业等绿色低碳产业， 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

工程， 推进 “光伏＋储能” 等综合能源利用和

“柴改电” 等示范项目。 发挥专业优势推进污

染防治， 积极参与长江大保护等重大战略实

施， 中国三峡集团在长江沿线落地投资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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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 亿元、 每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 万

吨、 惠及人口 ２３００ 万人， 中国节能沿江建设

固体废物处理项目 ３５ 个、 日处理能力 ２. ４ 万

吨； 积极参与生态修复治理， 国家能源集团打

造国家级矿山公园， 中国宝武建成亚洲规模最

大的硬岩复垦基地。 强化标本兼治化解生态风

险， 严格实施考核奖惩制度， 用好监督检查、

约谈通报、 考核问责等组合拳， 全面开展中

央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扎实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导检查， 压实企业生态环

保主体责任，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和风险防控

的底线红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尊重自然、 顺应自

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 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持续深

入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国务院国资委和

中央企业将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坚决履行生态环保和污染防治责任， 以中

央企业环境友好的集约式、 高质量发展， 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一是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 在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中， 强化绿色低

碳发展导向， 积极参与共抓长江大保护， 深化

央地绿色产业合作， 促进重要江河湖库保护治

理， 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地及沿线生态保护， 主

动承担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共同守护天蓝、 地

绿、 水清的美好家园。 二是打造乡村振兴

“绿色样板”。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支持乡村产

业振兴， 推进绿色农业技术帮扶， 推广 “光

伏＋设施农业”“海上风电＋海洋牧场” 等低碳

农业模式， 支持发展休闲农业、 绿色种养、 乡

村旅游、 林业碳汇、 农村光伏等新业态， 推进

“水电路讯” 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补短板， 打

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是高质量共建绿色

“一带一路”。 加快中央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绿

色转型， 积极发展高质量、 高技术、 高附加值

绿色产品贸易， 深化与各国企业在绿色技术、

绿色装备、 绿色服务、 绿色基础设施等方面合

作， 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 推动新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和产

品走出去。

新时代新征程，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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