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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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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碳强度下降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14.4%，煤炭消费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1.2%（降幅居
全国第4）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
216.9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8）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0%（低于
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交通营运车辆中新能源车占
比50%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500万
平方米，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
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5.0%
（增幅居全国第18）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7

6

9

8

人
均
CO

2排
放
(吨
/人
)

5

100k80k60k

人均GDP(元，2005不变价)
40k20k

GDP CO2 排放 煤炭消费总量 单位GDP碳强度

20%

40%

-20%

-40%

-60%

-8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

-100%

 常住人口
（万人，2020）

2189

 面积
（万平方公里）

1.6

 人均GDP
（元,�2020）

164158
（高收入国家水平）

 GDP总量排名
（2020）

13

 人均GDP排名
（2020）

1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
（吨CO2/人，2020）

5.7



5      

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市管
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1+N”体系

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暨“十四五”时期民用
建筑绿色发展规划 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建筑

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车用加氢站发展规划（2021—
2025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 交通

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两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行动方案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2 绿色金融,��“1+N”体系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乡环境建设管理规划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 建筑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规划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 交通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规划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低碳试点工作方案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电力发展规划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2022 能源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2年行动计划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6%�(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4.6%（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11.55%（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N/A�

���新增煤电装机

N/A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866兆瓦（增幅居全国第30）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4%�(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7.33%（降幅居全国第5）�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4.1%（增幅居全国第26)��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4%（降幅居全国第4）�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增幅居全国第10)��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0.9%（增幅居全国第27）

CO2



2023年4月     6

安徽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15.5%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1818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9）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5.0%（高于
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达到
30%（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不低于31.0%
（增幅居全国第9）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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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安徽省节约能源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能源

安徽省交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安徽省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和核查第三方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1 跨领域行动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权力运行监管细则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1 环境保护

安徽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试行）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安徽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安徽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1+N”体系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2.1%�(18%)，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1.9%（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7.3%（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6.5%（增幅居全国第3）

���新增煤电装机

756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8）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8372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0）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17.79%�(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7.21%（降幅居全国第14）�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0.2%(增幅居全国第8)��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7%（降幅居全国第27)���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22%（增幅居全国第15)��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2.2%（增幅居全国第8）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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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安徽省建筑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2 建筑

安徽省新型储能发展规划（2022-2025年） 安徽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安徽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能源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安徽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安徽省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能源局 2022 工业

安徽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22 环境保护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安徽省实施方案 安徽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安徽省“十四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2022 交通

安徽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安徽省“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

安徽省“十四五”城市住房发展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安徽省“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安徽省“十四五”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安徽省“十四五”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城市规划

安徽省“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发展规划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安徽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强省建设）规划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安徽省财政厅 2023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安徽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3 跨领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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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重庆市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25.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40.0%（降
幅居全国第11）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206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9）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5%（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30万平方米，城镇新建建筑全面
建成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城区内一星
级绿色建筑以上比例达到100%（达
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7.0%（增
幅居全国第1）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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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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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3 能源,�公共机构

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细则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绿色金融

重庆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工业

重庆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2023 �“1+N”体系

重庆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重庆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能源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深入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2 工业,��“1+N”体系

重庆市“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2021—2025年）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重庆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建筑

重庆市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重庆市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实施方案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能源局

2022 能源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1.9%�(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6.4%（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3%（增幅居全国第17）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4.8%（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新增煤电装机

319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8）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672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6）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9.4%�(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33%（降幅居全国第1）�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5%(增幅居全国第24)��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3%（降幅居全国第18)���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7.5%（增幅居全国第3)��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6.6%（增幅居全国第6）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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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福建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27.4%，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48.2%（降
幅居全国第22）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712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5）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3.5%（达到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6.9%（增
幅居全国第21）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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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0.0%�(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5.6%（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vs.�2015）

1.6%（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2%（增幅居全国第18）

���新增煤电装机

384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7）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578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5）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6.86%�(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4.3%（降幅居全国第10）�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8.1%（增幅居全国第10)��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9%（降幅居全国第15)���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85%（增幅居全国第19)��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8.3%（增幅居全国第4）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锂电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工业

福建省氢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氢能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单位关于印发福建省贯彻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
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福建省
委,�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通信

管理局
2022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福建省2021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绿色经济，碳定价

福建省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

福建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绿色经济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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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福建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节能

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福建省“十四五”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福建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新能源汽车

关于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财政厅 2022 工业，节能

福建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福建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福建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福建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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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目标。到206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碳中和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2.5%（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30.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46.1%（降
幅居全国第6）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5683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3）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3.5%（达到国
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18.0%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强
度较2020年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2.0%（增
幅居全国第11）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5.5

4.5

7.5

6.5

人
均
CO

2排
放
(吨
/人
)

3.5

4

5

6

7

60k10k

人均GDP(元，2005不变价)
40k20k 30k 50k

GDP CO2 排放 煤炭消费总量 单位GDP碳强度

30%

10%

40%

20%

-10%

-2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

-40%

-30%

 常住人口
（万人，2020）

2501

 面积
（万平方公里）

45.4

 人均GDP
（元,�2020）

35848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GDP总量排名
（2020）

27

 人均GDP排名
（2020）

30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
（吨CO2/人，2020）

5.5



15      

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8%�(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1%（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7.5%（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7.5%（增幅居全国第2）

���新增煤电装机

660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1）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6104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3）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4%�(14%)，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4.9%（降幅居全国第24）�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5%（增幅居全国第3)��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8%（降幅居全国第14)���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53%（增幅居全国第30)��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4.7%（增幅居全国第23）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甘肃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甘肃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节能

甘肃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甘肃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甘肃省“十四五”时期深化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省能源监管办

2022 跨领域行动,�能源

甘肃省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实施
方案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工业，节能

甘肃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甘肃省财政

厅,�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新能源汽车

甘肃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 工业，绿色制造

甘肃省“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甘肃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甘肃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甘肃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甘肃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甘肃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甘肃银保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2020 建筑，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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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具备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达峰后碳排放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32.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31.0%（降
幅居全国第15）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4000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7）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0%（高
于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300万平方米，城镇建筑可再生
能源替代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
全面建成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
比例达到30%（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8.9%（增
幅居全国第20）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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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2.4%�(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5%（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7.3%（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5.4%（增幅居全国第7）

���新增煤电装机

632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4）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593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4）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7.1%�(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4%（降幅居全国第16）�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6.2%（增幅居全国第18)��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4%（降幅居全国第13)���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22%（增幅居全国第29)��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3.7%（增幅居全国第15）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3 �“1+N”体系

广东省2022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绿色经济，碳定价

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循环经济

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绿色建筑

广东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节能

广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年版）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广东省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行动计划
（2022-2025年）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能源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
学（2022年修订版）》等5个方法学的通知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农林/土地利用，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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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

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专项规划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跨领域行动，气候适应

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的实施方案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绿色金融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
法》的通知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绿色经济，碳定价

广东省做好2022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相关工作的通知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绿色经济，碳定价

广东省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广东省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林业局 2021 农林/土地利用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1 环境保护

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广东省生活垃圾处理“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废弃物

广东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广东省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循环经济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工业

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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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广西壮族自治区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3%（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大于30.0%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3092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0）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5.8%（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碳
排放强度下降6%（高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5%，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达到
30%（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2.6%（增
幅居全国第23）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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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17%)，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32.3%（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

���煤炭消费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2.1%（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增幅居全国第29）

���新增煤电装机

4815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5）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1081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9）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5%�(14%)，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增加3%（降幅居全国第26）�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51.6%（增幅居全国第2)��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9%（降幅居全国第1)���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26%（增幅居全国第25）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9.2%（增幅居全国第11）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广西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2021—2025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工业

广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草原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广西壮族自助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跨领域行动

广西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广西“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加快广西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广西壮族自助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2022 能源

广西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广西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广西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3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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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贵州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期间，确保与全国基本同步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3%（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1.6%，煤炭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70.0%
（降幅居全国第23）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2543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3）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5.0%（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4.0%（增
幅居全国第4）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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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18%)，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0.9%（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4.4%（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4.1%（增幅居全国第13）

���新增煤电装机

656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2）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563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5）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4.3%�(14%)，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30.42%（降幅居全国第3）�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1.2%（增幅居全国第29)��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9%（降幅居全国第29)���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1.51%（增幅居全国第1）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8.4%（增幅居全国第12）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贵州省“十四五”公路建设规划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贵州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交通

贵州省“十四五”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发展规划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贵州省推动煤炭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方案 贵州省人民政府 2022 工业

贵州省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贵州省商务厅,��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贵州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贵州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贵州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贵州省“十四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贵
州省科学技术厅,�贵州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贵州省“十四五”建设科技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贵州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环境保护

贵州省能源科技创新发展“十四五”规划 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2022 能源

贵州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

贵州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能源,��“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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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海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打牢基础。到2030年，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0%，煤炭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18.0%
（降幅居全国第1）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500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6）

  |  工业    
推进传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施能
源资源综合利用和梯级利用，推动现
有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型
转变。

  |  交通  
2025年，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运营领
域新增和更换车辆使用清洁能源比例
达100%，2030年，全岛全面禁止销
售燃油汽车（全国首个）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10万
平方米，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占比80%（低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2.1%（增
幅居全国第27）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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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24%�(12%)，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8.5%（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8.8%（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13.1%（增幅居全国第1）

���新增煤电装机

-516兆瓦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176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8）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2.1%�(10%)，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0.37%（降幅居全国第11）�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3.8%（增幅居全国第5)��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增加1%（降幅居全国第11)���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1%（增幅居全国第27）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47.9%（增幅居全国第2）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海南能源综合改革方案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 2020 能源

海南省“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工业

海南省《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施意见（试行）》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能源

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1 产业结构调整

海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四五”规划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 能源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21 产业结构调整

海南省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十四五”规划（2021-2025）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海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海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海南省关于开展2022年度海南省集中式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
目工作的通知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海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2 建筑

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海
南省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23 绿色经济

海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3 跨领域行动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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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河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0%，煤炭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67.0%
（降幅居全国第5）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5236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4）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6.5%（高于国
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19.0%

  |  交通    
2025年，营运交通工具单位周转量碳
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5%（达到国
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36.5%（增
幅居全国第6）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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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5%�(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1.3%（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8.3%（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4.8%（增幅居全国第10）

���新增煤电装机

837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6）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3289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17%)，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98%（降幅居全国第25）�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6.1%（增幅居全国第11）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7%（降幅居全国第2)���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4%（增幅居全国第5）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1.7%（增幅居全国第17）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河北省新型建筑工业化“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河北省氢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能源

河北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工业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河北省公路发展“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河北省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环境保护

河北省加快推进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

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环境保护

河北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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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河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
制的实施意见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河北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规划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关于促进全省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统计局,��
河北省地矿局,�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2022 能源,�跨领域行动

河北省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河北省重点领域严格能效约束推进节能降碳实施方案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工业

河北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废弃物

河北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指导规范（试行）》的通知 河北省能源局 2022 能源,�建筑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河北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河北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3-2030年）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科学
技术厅,�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
生态环境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北省科学院

2023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河北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建筑,��“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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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全省碳达峰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展望2035年，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6.2%，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60.0%（降
幅居全国第8）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000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7）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8.0%（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不低于
30%（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6.0%
（增幅居全国第8）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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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8%�(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7.9%（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8.8%（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6.1%（增幅居全国第6）

���新增煤电装机

641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3）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625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4）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5%�(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6.15%（降幅居全国第6）�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2.7%（增幅居全国第13）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7%（降幅居全国第21)���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45%（增幅居全国第14）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3.7%（增幅居全国第16）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建筑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河南省碳达峰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河南省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网河南电力公司

2022 交通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2022—2035年）和郑汴洛濮氢走廊规划建设工
作方案的通知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河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河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
规划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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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河南省“十四五”城市更新和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建筑

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河南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绿色经济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产业结构调整,�工业

关于印发2022年河南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要点和项目名
单的通知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工业

关于加强能耗和煤炭指标保障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通知 2022 能源

河南省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行动方案等三个方案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2 工业

河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方案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3 跨领域行动

河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3 工业

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3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关于印发河南省2023-2024年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实
施方案的通知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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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黑龙江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5.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60.0%（降
幅居全国第7）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1550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3）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0%（低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落实营运车辆和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
的低碳比例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和改造建筑面积达
1000万平方米，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
成绿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7.3%
（增幅居全国第25）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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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黑龙江省“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黑龙江省“十四五”城镇住房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黑龙江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黑龙江省“十四五”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工业

黑龙江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黑龙江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黑龙江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1+N”体系

黑龙江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黑龙江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建筑,��“1+N”体系

黑龙江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黑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税费征收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2022 绿色经济,��“1+N”体系

黑龙江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绿色经济

黑龙江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黑龙江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0.5%�(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9.6%（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1.5%（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3.4%（增幅居全国第16）

���新增煤电装机

246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0）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5914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4）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15%)，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0.73%（降幅居全国第29）�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1.2%（增幅居全国第28）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0%（降幅居全国第16)���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53%（增幅居全国第22）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5.9%（增幅居全国第2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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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湖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确保2030年前地市梯次有序达峰。到2035年，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20.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1.0%（降
幅居全国第18）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000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7）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单位工业增
加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18%�(达到
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单位运输周转量碳排放强度
较2020年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达到
20%（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2.5%
（增幅居全国第14）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7

6

人
均
CO

2排
放
(吨
/人
)

5

4

3

50k30k10k 60k

人均GDP(元，2005不变价)
40k20k

GDP CO2 排放 煤炭消费总量 单位GDP碳强度

20%

10%

40%

30%

-10%

-2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

-40%

-30%

 常住人口
（万人，2020）

5745

 面积
（万平方公里）

18.6

 人均GDP
（元,�2020）

73687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GDP总量排名
（2020）

8

 人均GDP排名
（2020）

9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
（吨CO2/人，2020）

4.4



2023年4月     34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湖北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建筑

湖北省“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意见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1 环境保护

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湖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 废弃物

湖北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湖北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湖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

农业农村厅,�湖北省能源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湖北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湖北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4.5%�(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9.8%（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7.7%（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4.4%（增幅居全国第12）

���新增煤电装机

457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6）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1672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8）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8%�(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0.03%（降幅居全国第12）�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9%（增幅居全国第16）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0%（降幅居全国第23)���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8%（增幅居全国第20）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0.8%（增幅居全国第18）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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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湖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22.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2.0%（降
幅居全国第16）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1440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4）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5%（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3%（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100万平
方米，新增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占新建
建筑面积比重超过16%，城镇新建建
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
的比例不低于10%（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9.0%
（增幅居全国第27）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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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9.8%�(18%)，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3.1%（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4.9%（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3.1%（增幅居全国第20）

���新增煤电装机

30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7）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951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0）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9.4%�(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5.67%（降幅居全国第8）�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5.3%（增幅居全国第12）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2%（降幅居全国第24)���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39%（增幅居全国第23）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4.3%（增幅居全国第14）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湖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湖南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1 工业,�跨领域行动

关于深化长株潭金融改革的实施方案(2021-2023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1 绿色经济

湖南省“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湖南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1+N”体系

湖南省电力支撑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5年）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湖南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湖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湖南省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好碳达峰工作的实施方案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1+N”体系,�能源

湖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湖南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公路、水路）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湖南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湖南省强化“三力”支撑规划（2022—2025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湖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2－2025年）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湖南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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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吉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7.7%，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9.7%（降
幅居全国第21）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085.1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6）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3.5%（达到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二
氧化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5%（达到
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5.8%
（增幅居全国第10）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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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5.2%�(18%)，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2.9%（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8.6%（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6.1%（增幅居全国第5）

���新增煤电装机

318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6）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6298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2）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6.96%�(1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7.37%（降幅居全国第4）�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5.5%（增幅居全国第22）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5%（降幅居全国第26）�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14%（增幅居全国第17）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1%（增幅居全国第25）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吉林省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1 工业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吉林省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2022—2030年）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废弃物
“氢动吉林”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吉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吉林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吉林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全面精准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环境保护
吉林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工业
吉林省全域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废弃物
吉林省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吉林省能源局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建设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通知 吉林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建筑
吉林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方案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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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江苏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为实现碳中和提供强有力支撑。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8.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0.0%（降
幅居全国第13）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3069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1）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7.0%（高于国
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20.0%

  |  交通  
2025年，营运货车、营运货船、港口
生产、社会车辆等能耗强度比2020
年预期分别下降2.8%、2.7%、3%、
3.2%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500万
平方米，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
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4.1%
（增幅居全国第23）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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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24%�(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9.5%（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10.1%（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7%（增幅居全国第21）

���新增煤电装机

711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0）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679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3）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0%�(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4.78%（降幅居全国第15）�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4.4%（增幅居全国第4）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5%（降幅居全国第20）�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5%（增幅居全国第13）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6%（增幅居全国第13）

 

CO2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江苏省“十四五”综合运输服务发展规划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江苏省“十四五”公路发展规划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江苏省“十四五”绿色交通发展规划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江苏省“十四五”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规划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江苏省“十四五”全社会节能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江苏省“十四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关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指导意见的通知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江苏银保监局,�江苏证监局,��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1 绿色经济

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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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2 �“1+N”体系,�绿色经济

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江苏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江苏省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

江苏省工业领域节能技改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
施意见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绿色经济

关于深入推进绿色认证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意见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等19部门 2022 跨领域行动,�绿色经济

江苏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计划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环境保护

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苏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22 废弃物

江苏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3 跨领域行动

江苏省工业领域及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工业,��“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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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目标；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8.3%，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6.9%（降
幅居全国第9）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1814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0）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0%（低于国
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22.0%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50万平方米，城镇建筑可再生能
源替代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
面建成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
例达到30%（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保持稳定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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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2.4%�(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7.6%（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4.2%（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1.6%（增幅居全国第28）

���新增煤电装机

3012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9）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4018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7）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8.3%�(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3.41%（降幅居全国第17）�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58.8%（增幅居全国第1）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3%（降幅居全国第25）�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增幅居全国第28）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59%（增幅居全国第1）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江西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工业

江西省“十四五”住房城乡建设发展规划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江西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废弃物

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江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江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江西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 建筑

江西省绿色金融发展规划（2022-2025年） 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2 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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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江西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

江西省科技厅,�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江西省科学院,��
江西省能源局,�江西省林业局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西省整体推进开发区屋顶光伏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建筑,�能源

关于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1+N”体系,�绿色经济

江西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江西省首
批碳达峰试点名单的公示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1+N”体系

江西省光伏发电、风电项目开发工作指南（2022年）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西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江西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工业,��“1+N”体系

江西省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农林/土地利用

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发展规划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江西省碳达峰碳中和财政资金管理办法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西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江西省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江西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江西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江西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

江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年）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西省能源局 2023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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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辽宁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增量逐步得到控制，为实现碳达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3.7%，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51.0%（降
幅居全国第17）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319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5）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5%（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2.5%
（增幅居全国第14）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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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辽宁省“十四五”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1 城市规划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辽宁省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强省建设实施方案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辽宁省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辽宁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辽宁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辽宁省科技厅2022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2022 环境保护

辽宁省“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农林/土地利用

辽宁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辽宁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辽宁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辽宁省“十四五”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11.6%�(18%)，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7.9%（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3.7%（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2%（增幅居全国第26）

���新增煤电装机

8075兆瓦（增幅居全国第7）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774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1）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0.4%(15%)，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增加3.41%（降幅居全国第27）�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5.5%（增幅居全国第23）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4%（降幅居全国第12）�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1%（增幅居全国第18）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8.5%（增幅居全国第21）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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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内蒙古自治区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8.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75.0%（降
幅居全国第12）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8377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20.0%（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50万
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在民用建筑中应
用比例30%，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不低
于30%（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5%
（增幅居全国第17）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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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住房城乡建设事业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促进市场化消纳新能
源实施细则（试行）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1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煤电节能降耗及灵活性改造行动计划
（2021-2023年）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1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内蒙古自治区冷链物流发展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内蒙古自治区支持新型储能发展的若干政策（2022—
2025年）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建筑,��“1+N”体系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3.9%�(17%)，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42.5%（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0.9%（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7%（增幅居全国第23）

���新增煤电装机

2085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1459兆瓦（增幅居全国第7）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14%)，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增加18.97%（降幅居全国第30）�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5.9%（增幅居全国第30）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5%（降幅居全国第19）�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5%（增幅居全国第12）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19.6%（增幅居全国第19）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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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2022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能耗强度和总
量双控政策保障“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油气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的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工业

内蒙古自治区2022年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政策清单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2 工业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节能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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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排放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碳达峰目标顺利实现。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实现达峰后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0%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426.3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4）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8.0%（高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0.0%
（增幅居全国第2）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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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14.8%�(17%)，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27.8%（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上升0.5%（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7%（增幅居全国第21）

���新增煤电装机

1223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5）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4485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6）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7.22%�(14%)，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7.37%（降幅居全国第22）�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2.2%（增幅居全国第21）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6%（降幅居全国第3）�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2%（增幅居全国第11）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9%（增幅居全国第29）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宁夏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支撑行动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1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1 跨领域行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1+N”体系,�能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建筑,��“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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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确保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脱碳，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2.5%（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52.2%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3807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9）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5%（低于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4%（低于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0%
（增幅居全国第14）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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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43%�(12%)，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41.1%（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4.5%（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7%（增幅居全国第24）

���新增煤电装机

160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2）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860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9）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4%�(10%)，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30.6%（降幅居全国第2）�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1.7%（增幅居全国第14）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46%（降幅居全国第30）�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1.2%（增幅居全国第16）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7.5%（增幅居全国第5）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0 跨领域行动

青海省贯彻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青海省“十四五”城乡住房发展规划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1 建筑

青海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青海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青海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关于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
实施意见

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青海省“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青海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青海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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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部分工业行业碳排放实现达峰。到2030年，实现全省碳达峰目标。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0%，煤炭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60.0%
（降幅居全国第10）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4171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6）

  |  工业  
“十四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下降17%左右（高于国家
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推动超低建筑耗建示范项
目不少于500万平方米，城镇建筑可再
生能源替代率不低于10%，城镇新建建
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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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2.7%�(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5.8%（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9.67%（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3.9%（增幅居全国第15）

���新增煤电装机

20151兆瓦（增幅居全国第3）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34251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9%�(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增加5.38%（降幅居全国第28）�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8.9%（增幅居全国第9）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2%（降幅居全国第5）�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4%（增幅居全国第7）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17.9%（增幅居全国第20）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山东省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十四五”发展规划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1 能源

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2021 工业

山东省能源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能源局,�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21 能源

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山东省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能源局

2021 跨领域行动

山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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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山东省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试
行）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能源局

2021 工业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工商业分时电价政策有关
事项的通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山东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关于做好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东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水利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统计局,��
山东省乡村振兴局

2022 环境保护

山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 农林/土地利用,�环境保护

山东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山东省焦化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2022 工业

山东省“十四五”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发展规划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能源局

2022 建筑

山东省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试行）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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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山西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达到峰值。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5%（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2%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4717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5）

  |  工业  
“十四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15%（高于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
绿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达到
30%（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6.0%
（增幅居全国第5）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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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山西省“十四五”“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山西省“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能源

山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35年)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山西省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关于完善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山西省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工作方案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能源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8%�(18%)，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1.4%（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9%（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4.5%（增幅居全国第11）

���新增煤电装机

746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9）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5354兆瓦（增幅居全国第5）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5.3%�(1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8.48%（降幅居全国第13）�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3.7%（增幅居全国第27）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9%（降幅居全国第7）�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6%（增幅居全国第21）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9%（增幅居全国第24）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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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山西省“十四五”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发展规划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山西省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山西省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与科技标准“十四五”规划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山西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
实施意见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2 绿色经济

山西省深化低碳试点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建设实
施方案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财政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环境保护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省煤炭绿色开采的
意见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山西省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十四五”清洁生产实施方案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跨领域行动

山西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跨领域行动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3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山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3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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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3.5%（达到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6.0%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3868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8）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2.0%（低
于国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16.0%

  |  交通  
2025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较
2020年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新建超低能耗建筑100万平
方米，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
（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6.5%
（增幅居全国第22）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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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0.8%�(18%)，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9.7%（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上升2.64%（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3.2%（增幅居全国第18）

���新增煤电装机

1872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4）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9607兆瓦（增幅居全国第8）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5.2%�(1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6.76%（降幅居全国第23）�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30.4%（增幅居全国第15）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6%（降幅居全国第10）�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3%（增幅居全国第8）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3%（增幅居全国第26）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陕西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陕西省“十四五”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规划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陕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1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陕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1 环境保护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跨领域行动

陕西省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实施方案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陕西省市场监管局
2022 工业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陕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2022年工业节能降碳有关工作
的通知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陕西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3 �“1+N”体系,�工业

陕西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陕西省人民政府 2023 跨领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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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5.0%（达到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0%，煤炭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30.0%
（降幅居全国第19）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450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7）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0%（高
于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较
2020年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推动超低建筑耗建示范项
目不少于800万平方米，城镇建筑可再
生能源替代率达到10%，城镇新建建筑
全面建成绿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9.5%
（增幅居全国第7）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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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N/A�(20.5%)，未知��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5.7%（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6%（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4%（增幅居全国第14）

���新增煤电装机

1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8）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548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9）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2.7%�(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5.11%（降幅居全国第9）�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14.2%（增幅居全国第25）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6%（降幅居全国第9）�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46%（增幅居全国第6）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9.9%（增幅居全国第3）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气象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1+N”体系

上海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跨领域行动

上海市杨浦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

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服务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行动方案 上海银保监局 2022 绿色金融

上海市推进重点区域、园区等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
建设的实施方案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工业

上海市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建筑,�工业

上海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科委，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工业,��“1+N”体系



2023年4月     64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绿色金融

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绿色金融

嘉定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2022 �“1+N”体系

上海市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实施方案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交通

上海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上海市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2 �“1+N”体系

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上海市能源电力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1+N”体系

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上海市瞄准新赛道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2—2025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工业,��“1+N”体系

上海市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废弃物

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绿色金融,��“1+N”体系

上海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2 建筑

上海市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行动方案 上海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 建筑

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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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四川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41.5%（高于国家目
标），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控制在25.0%（降幅居全国第14）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1596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2）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4.0%（高于国
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下降19.5%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较2020年持续下降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3.0%
（增幅居全国第3）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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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四川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2020 建筑

四川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四川省“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交通运
输厅 2021 交通

四川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中共四川省委 2021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四川省电能替代推进方案（2022—2025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四川安全监督管理局

2022 能源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9.9%�(19.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下降20.7%（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10.9%（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6.3%（增幅居全国第4）

���新增煤电装机

1295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5）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7344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1）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7.4%�(16%)，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5.7%（降幅居全国第7）�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0.5%（增幅居全国第7）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8%（降幅居全国第22）�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4%（增幅居全国第4）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5.1%（增幅居全国第7）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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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四川省碳市场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绿色经济

四川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四川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四川省林草碳汇发展推进方案（2022—2025年）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2 农林/土地利用

四川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2022年修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废弃物

四川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四川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近
零碳排放园区试点工作的通知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四川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四川省“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和联合行动方案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四川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 2023 能源,��“1+N”体系

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3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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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30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7%，煤炭消费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28.0%
（降幅居全国第3）

  |  电力
到202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196
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30）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5.0%（高
于国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
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5%（达
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星级绿色建筑的比例达到30%
（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3.6%
（增幅居全国第13）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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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3%�(20.5%)，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2%（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6.7%（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5%（增幅居全国第9）

���新增煤电装机

155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3）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278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7）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9.1%�(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9.2%（降幅居全国第20）�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5.7%（增幅居全国第19）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1%（降幅居全国第17）�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3.1%（增幅居全国第9）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32.1%（增幅居全国第9）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天津市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3 绿色金融

天津市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2 交通

天津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发改委,�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工业

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天津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22 废弃物

天津市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天津市财政局 2022 绿色金融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天津市2022年度碳排放配额安排的通知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2 绿色金融

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天津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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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天津市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2 交通

天津绿电交易工作方案 天津市工业与信息化局 2022 能源,��“1+N”体系

天津市“十四五”节能减排工作实施方案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工业

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交通

天津市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建筑

天津市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
方案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22 绿色金融



71      

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制定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加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力度，降低碳排放强度。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高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8.0%（低于国家目
标）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6005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

  |  工业
N/A

  |  交通   
2025年，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
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5%（达
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高于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5.1%
（增幅居全国第26）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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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能源

新疆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2022 环境保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开展新能源项目及节能降碳项目
贴息支持试点工作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2022 能源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自治区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方案》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能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2022-
2030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23 农林/土地利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建筑,��“1+N”体系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11%�(12%)，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9.8%（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变化（百分点，2020�-�2015）

上升1.8%（降幅低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5.1%（增幅居全国第8）

���新增煤电装机

23065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7233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2）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0%�(10%)，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9.9%（降幅居全国第18）�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43%（增幅居全国第6）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11%（降幅居全国第6）�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3%（增幅居全国第24）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11.74%（降幅居全国第1）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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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云南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为实现碳达峰创造有利条件。到2030年，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3%（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46.0%，煤炭消费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34.0%（降
幅居全国第20）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2590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12）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3.5%（达到国
家目标）

  |  交通   
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换算周转量碳
排放强度下降5%（达到国家目标）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5.7%
（增幅居全国第12）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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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云南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环境保护

云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交通

云南省工业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工业

云南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建筑

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21 废弃物

云南省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2021 建筑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24.7%�(18%)，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9.1%（增幅高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9.9%（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增幅居全国第27）

���新增煤电装机

178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1）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22749兆瓦（增幅居全国第6）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4.56%�(14%)，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7.8%（降幅居全国第21）�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4.8%（增幅居全国第20）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27%（降幅居全国第28）�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9.3%（增幅居全国第2）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29.8%（增幅居全国第10）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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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云南省智能光伏电站装备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能源局

2022 工业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云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云南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21—2025年）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跨领域行动

云南省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云南省水路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云南省铁路“十四五”发展规划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云南省产业强省三年行动（2022—2024年）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工业

云南省关于印发光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及配套政策措施
的通知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云南省关于印发绿色铝产业发展三年行动及配套政策措
施的通知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云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环境保护

云南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2021—2025年） 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共云南省委 2022 环境保护

云南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云南省“十四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2 农林/土地利用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十四五”规划纲要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建筑

云南省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 交通

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交通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落后和低端低效产能退出的实
施意见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产业结构调整,�工业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云南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行动计划 云南省人民政府 2022 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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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数据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GDP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iGDP计算得到各年基于2020年的不变价；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
（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煤炭消费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级地区可供本地区消费的煤炭消费量（万吨）

*李鑫迪�&�杨鹂.�(2022).�我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过程.�工作论文�(即将发布).�北京.�iGDP.

  气候行动：“十四五”目标雄心

到2025年，部分领域和行业率先达峰。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后稳中有降。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14.5%（低于国家目标）�

  碳排放趋势

  |  能源  
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4.0%，煤炭消
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控制在31.3%
（降幅居全国第2）

  |  电力
到202 5年，新增风电和光伏装机
1688万千瓦（增幅居全国第21）

  |  工业  
到2025年，与2020年相比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6.0%（高
于国家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
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

  |  交通  
2025年，营运交通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较2019年下降5%

  |  建筑  
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
率达到8%，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
色建筑（达到国家目标）

  |  农林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1.5%
（增幅居全国第19）

  历史排放数据   脱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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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气候行动：“十三五”实施力度

���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019�vs.�2015)�

18.5%�(20.5%)，低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累计变化（%,�2020�vs.�2015)�

上升1%（增幅低于国家水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百分点，2020�-�2015）

13%（降幅高于国家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比增加（百分点，2020�-�2015）

2.3%（增幅居全国第25）

���新增煤电装机

1320兆瓦（增幅居全国第24）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16854兆瓦（增幅居全国第13）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020�vs.�2015)�

17.3%�(17%)，高于国家下达目标��
注：括号内为政策目标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9.6%（降幅居全国第19）�

���人均建筑能耗累计增加（%,�2020�vs.�2015）

28.5%（增幅居全国第17）

���人均交通能耗累计变化（%,�2020�vs.�2015）�

-8%（降幅居全国第8）�

���森林覆盖率变化（百分点，2020�-�2015）��

0.2%（增幅居全国第26）

���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累计变化（%，2020�vs.�2015）�

0.3%（增幅居全国第28）

CO2

  政策清单（截至2023年2月）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建筑

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中共浙江省委 2021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浙江省水运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浙江省公路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2021 交通

浙江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交通

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交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建筑

浙江省节能降耗和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 2021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 2021 能源

浙江省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林业局

2021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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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年份 行动分类

浙江省加快新型储能示范应用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 2021 能源

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 2021 能源

浙江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21 跨领域行动

支持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
实施方案 2021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1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能源

浙江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能源局,�浙江省林业局

2022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浙江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跨领域行动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财政厅 2022 跨领域行动,��“1+N”体系

浙江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规划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 2022 能源

浙江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能源

浙江省绿色低碳工厂建设评价导则（2022版）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浙江省绿色低碳工业园区建设评价导则（2022版）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工业

浙江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23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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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省级
气候行动 
总览

Photo by Max van den Oetelaa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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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区气候目标与行动分布

来源：零碳录

碳达峰年份目标

“十四五”时期 
碳强度下降目标

“十四五”时期 
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3

5

2

2

1

3

5

27

20

22

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碳达峰

完成国家要求（未提出量化目标）

完成国家要求（未提出量化目标）

国家目标（18%）

国家目标（13.5%）

先于其他地区实现达峰

>18%

>13.5%

<18%

<13.5%

图 1.��各省级地区气候目标

来源：零碳录

针对双碳目标的政策分布 能源 工业 环境交通 跨领域建筑 废弃物

15 3025200 5 10

海南
新疆
广西
广东
吉林
辽宁

黑龙江
甘肃
陕西
青海
宁夏

内蒙古
云南
四川
贵州
江西
湖南
湖北
山西
山东
安徽
福建
浙江
江苏
河南
河北
上海
重庆
天津
北京

图 2.��地方发布的省级气候行动（2021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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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省级地区发展进程与差异

图 3.��2020年各省级地区人均GDP（元/人，2020年不变价）

图 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2020）

来源：iGDP计算

来源：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统计年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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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省级地区人均碳排放（吨CO2/人,�2020）

图 6.��2020年各省级地区碳排放强度（吨CO2/万元）

来源：�人口数量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
美国和欧盟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自IEA、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来源：�省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国家统计局；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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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十三五”减排政策实施效果

图 7.��省级地区“十三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情况

注: 1.�上海市、广西省和贵州省的“十三五”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完成情况暂未公布。
�������2.�辽宁省、江苏省、海南省、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的数据是2019年相对2015年碳强度下降率。
来源：“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各省级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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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国家下达的“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

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未完成部分 完成国家下达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山西省

“十三五”碳强度下降超额完成部分

北京 湖北上海 云南内蒙古 海南福建 宁夏河北 广东浙江 甘肃吉林 四川山东

天津 湖南江苏 陕西辽宁 重庆江西 新疆山西 广西安徽 青海黑龙江 贵州河南

图 8.��2015-2020年人均能源相关碳排放变化

来源： 各省级地区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碳排放数据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计算的能源相关CO2排放（考虑电力调入调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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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十三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值和实际完成情况

注：1.�河北、内蒙古和黑龙江"十三五�"期间的能耗强度下降率未公开；甘肃和新疆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
���������2.�宁夏和安徽的数据为2019年相对2015年的能耗强度下降率。
来源：“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以及各省级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和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专项规划

国家下达的“十三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十三五”能耗强度下降超额完成部分 “十三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未完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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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1%

3.4%

1.4%

10.3% 14.0%

0.6%

0.2%

6.8%

北京 湖北上海 云南内蒙古 海南福建 宁夏河北 广东浙江 甘肃吉林 四川山东

天津 湖南江苏 陕西辽宁 重庆江西 新疆山西 广西安徽 青海黑龙江 贵州河南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山西省“十三五”期初的数据是2014年的煤炭消费占比，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期末的数据是规划提出的预期目标而非实际值。
来源：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统计年鉴、山西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规划、山西省“十三五”综合能源发展规划

图 10.��“十三五”时期煤炭消费占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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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图 11.��“十三五”期间新增煤电装机量（MW）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图表未包含北京数据。
来源：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三五”、“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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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非化石能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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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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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十三五”时期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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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包括风电、太阳能、水电和生物质能装机。
来源：�各省级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三五”、“十四五”规划

图 14.��“十三五”时期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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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省级地区工业增加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各省级地区工业能耗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的“工业”模块
终端消费量计算

重庆 贵州 四川 海南 江苏 浙江 陕西 辽宁北京 上海 山西 江西 云南 河北 黑龙江

青海 吉林 湖南 湖北 广东 天津 甘肃 山东河南 福建 安徽 新疆 宁夏 广西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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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图 16.��“十三五”时期人均交通能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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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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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各省级地区交通能耗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模块终端消费量计算。

广西 宁夏 山西 海南 福建 内蒙古 湖北 安徽山东 上海 广东 天津 河南 江西 贵州

河北 北京 浙江 辽宁 黑龙江 江苏 湖南 云南新疆 陕西 甘肃 重庆 四川 吉林 青海

图 15.��“十三五”时期人均建筑能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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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来源：�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各省级地区建筑能耗（建筑运行阶段）为iGDP基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分地区能源平衡表的“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以及“生活消费”模块的终端消费量计算，详细方法学请参阅1。

内蒙古 黑龙江 重庆 云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苏北京 吉林 广东 青海 福建 新疆 广西

贵州 山西 辽宁 天津 陕西 北京 四川 甘肃上海 宁夏 浙江 河南 山东 海南 江西

1��杨鹂，李鑫迪.�(2022).�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统计指标和数据状况研究.�工作论文.�北京：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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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十三五”时期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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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十三五”时期人均垃圾产生量（千克/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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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省级地区垃圾产生量来自统计年鉴和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

来源：�除山东省2015年森林覆盖率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之外，其余各省级地区的数据均来自“十三五”、“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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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十四五”政策目标

图 19.��各省级地区“十四五”时期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十四五”时期国家下降目标

“十三五”时期能耗强度下降完成情况 “十三五”时期能耗强度下降完成情况未公开

“十四五”时期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25%

30%

10%

15%

2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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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1.�山西和海南仅宣布到2025年“达到国家目标”，所以图中并未显示代表目标的柱状图形。
���������2.�河北、内蒙古和黑龙江�“十三五”期间的能耗强度下降实际数据未公开。
���������3.�安徽和宁夏的数据为2019年相较2015年的能耗强度下降率。
来源：零碳录

北京 河北 黑龙江 安徽 河南 广西 云南 宁夏辽宁 江苏 江西 湖南 四川 甘肃 山西

天津 内蒙古 上海 福建 湖北 重庆 陕西 新疆吉林 浙江 山东 广东 贵州 青海 海南

图 20.��煤炭消费占比（2025年政策目标与2020年实际值）

注：贵州省、山西省和黑龙江省2020年的煤炭消费占比实际值缺失，采用的是“十三五”时期相关文件提出的目标值。
来源： 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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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实际值 “十三五”期间新增加比例 2025年新增比例

图 21.��“十四五”时期新增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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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各省级地区能源发展“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十三五”、“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十三五”、“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图 22.��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相较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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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零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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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图 23.��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占汽车新车销售总量比重目标

5 4 1

国家目标�(20%) >20% <20%

来源： 零碳录

图 24.��2025年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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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零碳录

北京 内蒙古 安徽 山东 湖南 广西 贵州 青海山西 吉林 江西 河南 广东 重庆 云南 宁夏

图 25.��各省级地区“十四五”新建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碳建筑目标面积（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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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零碳录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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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黑龙江北京 广东江苏累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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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省级地区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标准

省级 
地区

是否实施地方性 
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是否实施地方性 
近零碳建筑标准 具体信息

北京 √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河北 √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标准》
辽宁 √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黑龙江 √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上海 √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江苏 √ √ 《江苏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近零能耗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安徽 √ √ 《被动式超低能耗民用建筑节能技术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福建 √ 《福建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山东 √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河南 √ 《河南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湖北 √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湖南 √ 《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广东 √ 《岭南特色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指南》
四川 √ 《四川省超低能耗建筑应用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陕西 √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新疆 √ √ 《乌鲁木齐市超低能耗建筑及近零能耗建筑适用技术应用导则》

图 26.��“十四五”时期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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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图 27.��2020-2022年重大项目中绿色项目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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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PS的碳中和展望

图 30.��不同情景下江西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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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iGDP计算

图 29.��不同情景下广东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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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不同情景下中国全部二氧化碳排放（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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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录： 省级气候行动进展与目标

关于零碳录
零碳录（China Carbon Neutrality Tracker, 零碳录）是一个在线数据库和交互信息平台，通过收集和整理对温室气体排
放有影响的公开政策文件，全面跟进国家和省市的碳中和行动。零碳录提供了我国气候行动的概况和结构分类，并汇编
了各级政府部门和主要非国家实体的具体政策和行动。

零碳录力图收录所有具有气候影响的政策和行动，并按地区和部门进行分类，政策信息收集渠道主要为国家和地方政
府。零碳录目前设有国家和省级零碳行动数据库，持续更新省市级碳行动，并定期发布月报。

零碳录专家委员会（按姓氏首字母顺序）

陈迎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廖翠萍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马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席细平  江西省科学院
袁进  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
张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于IGDP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注册名：北京绿色伙伴咨询有限公司）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通过跨学科、系统
性、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解决方案的精细化，提升可实施度。我们与多样的合作伙伴
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推动实现零排放的未来；立足本土，讲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故事。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关注以
下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 

•     能源转型   •     绿色经济   •     气候战略
•     可持续城市  •     策略传播

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1号建外外交公寓6-2-62

电子邮件: igdpoffice@igdp.cn

电话: 86-10-8532-3096

传真: 86-10-8532 2632

作者
撰稿：胡敏  朱彤昕  陈美安  李鑫迪  杨鹂  刘雪野

零碳录团队同时感谢项目顾问宋曼娇对政策收集与整理提供的重要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