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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组织架构

研究院设：
ü 3个事业部：信息部、跨学科研究

部、合作推广部；
ü 8个中心：科技研发、战略、政策

与法规、绿色气候金融、节能技术、
碳汇、人才培养与培训、技术转化
与推广；

ü 4个独立建设单元，也是重点建设
平台：信息网、期刊、数据库、科
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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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
● 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6311.34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273.15亿元，比上年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6038.93亿元，下降0.5%；
第三产业增加值9999.26亿元，增长1.7%。三次产业结构为1.7:37.0:61.3。全
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19235元，比上年增长1.8%。

● 制造业立市战略深入实施，以智能科技为引领，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为
重点，以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为支撑的“1+3+4”现代工业产
业体系加快构建。信创、集成电路、车联网、生物医药、中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绿色石化、轻工12条重点产业链
中自主可控的信创产业链初步形成。

●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左右，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4%、6%左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66%、位居全国第三，6家海河实验室投入运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均突破1万家。获批率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金融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

● 2026年计划经济总量达到2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4.56%。制造业增加值、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25%、12%，战略性新兴
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



二、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但难度加剧

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明显

天津碳排放的部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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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碳排放与GDP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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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2020年GDP增长了92%，年均增加7.5%；而碳排放量增长了
24.5%，年均增长2.46% 。
碳强度总体也呈下降趋势，由最高值的1.8tCO2/万元，到最低值的

1.0tCO2/万元。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逐渐向多元化、清洁化方向转变。煤炭消费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12年的57.2%下降到2020年的33.01%，天然
气占比由5.24%提高到19.2%，非化石能源占比由2.7%提高到7.7%。

2012年 2020年



三、天津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 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还不明显；

● 产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2022年全市工业增加值5402.74亿元，比上年下降
0.9%，采矿业增加值增长4.7%，制造业下降2.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下降4.6%。

● 中心城区主导产业聚集效应还不突出；

● 港口战略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

● 民营经济不够活跃；22年民营经济增加值6045.40亿元，

● 占全市GDP比重37.1%（2020年35.9%）。

● 营商环境对标一流仍有差距；

●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压力依然较大；

● 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 政府自身建设还要持续加强，一些干部在担当作为和能力素质上

还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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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后五年的十项行动之二--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

●要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
研发基地。

●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坚持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并举、提升能级和增强品
质并重、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开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新通道。



四、今后五年的十项行动之八--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 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建设水平。

● 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上下功夫，落实全面
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

● 2022年8月，印发《天津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2025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确保完成国家下达指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1.7%以上。

● 到2030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大幅下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
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6%以上。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 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 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 要稳步推进“双碳”工作，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全过程，建设能源革命先锋城市，有力有序推动“双碳”目标落实。



五.碳市场推动
● 2021年在全国率先通过市人大立法，颁布实施《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充分考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长
期性、战略性、系统性，将基本管理制度和绿色转型、科技创新、降碳增汇、发挥碳市场作用等政策措施，以法律予以
明确，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 作为国家七个碳市场试点城市，自2013年起，已连续10年完成企业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2021年度，共有
211家年综合能耗超过1万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万吨）的工业和航空企业纳入报告范围，编制完成排放报
告，并通过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

● 在政策措施、市场运行、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建立了规范有序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运行机制，碳市
场活力稳步提升，碳排放履约率2015年后连续达100%，2021年碳市场成交量5074万吨，位居全国第二。

● 交易所将积极对接国家碳市场建设，深化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在森林碳汇富集地区和绿色生态屏障开发林业碳
汇交易项目并开展交易试点；探索建立用能权交易机制，2023年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适时推进排污权、用水权等交
易机制建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六、未来规划建议

● 双碳目标引领，争做先锋

● 强化循环经济示范区，以循环促降碳、减污。

● 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实现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 “871”重大生态工程深入实施，875平方公里湿地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

线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明显，绿色生态屏障区内蓝绿空间占比超过65%.绿色生态屏障区碳汇约12.6万吨 /年，

到2035年将达到约20.6万吨 /年。

● 加快转型,试点先行 .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 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低碳产业，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敬请批评指正！

sunzq@tus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