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双碳战略实施经验



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8月25日）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

´支持山东在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基础上，着力探索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
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动力，加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一、总体要求

´二、降碳提质并举，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四）推动传统支柱产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

´（五）加快重化工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六）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三、坚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优化能源和交通结构

´（七）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八）促进非化石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

´（九）优化交通设施布局和结构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四、推动数字绿色文化赋能，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塑造发展新优势

´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七、促进城乡区域协调，构筑高质量发展空间动力系统

´八、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

´（二十六）健全动能转换的市场化机制

´（二十七）建设高效能服务型政府

´（二十八）拓展对外开放合作新优势



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九、组织实施

´（二十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三十）强化政策支持和改革探索。赋予山东更大改革自主权，在科技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标准化创新发展等领域
优先开展探索实践。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
与土地、价格、生态环境、社会等公共政策形成合力。发挥重大项目对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将符合条件
的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

´（三十一）加强统筹协调。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2023.1.3）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
指示要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走在前、开新局”，加快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现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全国区域创新中心

´三、纵深推进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加快传统支柱产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

´（二）加快重化工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三）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

´（五）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体系

´四、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

´五、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二）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三）坚决守住生态安全边界

´（四）加快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

´（五）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

´六、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七、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八、聚力用好“关键一招”，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

´九、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汇聚高质量发展精神力量

´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

´十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东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年）

´十二、保障措施
´ 155.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156.建立高规格推进机制。争取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定期研究山东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重大事项，加强指导和支持。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同志担任组长的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研究重大政策、重大
改革、重大工程，协调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强化工
作职能，加强工作力量，负责政策研究、产业引导、项目谋划、督导落实等工作。

´ 157.建立完善推进体系。坚持工程化推进、专班化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出台
关于建立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协调推进体系的工作方案，牵头实施三年行动
计划和年度工作任务，明确项目清单、政策清单、责任清单。各市各部门（单位）
和各省属企业等同步制定本区域本领域三年行动计划，细化年度工作任务。各市、
县（市、区）健全完善相应工作机制，构建统分结合、责权明确、运转高效的协调
推进体系。

´ 158.健全政策支持体系。
´ 159.加强评估督导考核
´ 160.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共计169条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2023年重
点工作任务（2023年1月19日）

´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推动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制定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如下（分解任务到各部门）：

´ 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二、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 三、坚定不移扩大内需

´ 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 五、深入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2023年重
点工作任务

´ 六、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 七、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 八、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 九、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产业
´ 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 十一、坚决守好安全发展底线
´ 十二、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 115.完善工作机制。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实效化的要
求，建立先行区建设工作台账，定期调度推进，确保重大政策落细、重点任务落实、
重大项目落地。建立问题发现、协调、解决、反馈闭环管理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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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施（2022-12）

´一、主要目标：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二、全面构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格局

´三、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五）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六）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



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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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施（2022-12-23）

´四、加快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深度调整能源结构

´（七）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

´（八）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九）培育发展能源新技术新模式。

´五、持续推进节能增效，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十）完善能耗和碳排放控制制度。

´（十一）大幅提升重点领域能源利用效率。

´六、积极推进低碳高效交通建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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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施

´七、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建设清洁低碳转型

´八、加快重大革新技术研发，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九、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十、积极开展绿色交流合作，提高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十一、深化制度建设，建立常态长效推进机制

´十二、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十三、强化组织实施，夯实工作基础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2年12月18日）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有力有
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工作，根据国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山东省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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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施》，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二、主要目标

´三、实施碳达峰“十大工程”

´四、政策保障

´五、组织实施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2年12月18日）

´一、总体要求：确保全省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二、主要目标

´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至13%左右，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20年下降14.5%、20.5%，为全
省如期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左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8%以上，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
峰目标。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2年12月18日）

´三、实施碳达峰“十大工程”

´（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程。

´（二）工业领域碳达峰工程。

´（三）节能降碳增效工程。

´（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工程。

´（五）交通运输低碳转型工程。

´（六）循环经济助力降碳工程。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2年12月18日）

´（七）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程。

´（八）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工程。

´（九）全民绿色低碳工程。

´（十）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工程。



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2年12月18日）
´四、政策保障

´（一）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

´（二）强化经济政策支持

´（三）建立市场化机制。积极支持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加强碳排放配额分配管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和碳汇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省级能耗指标收储使用管理制度，
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
造、托管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探索开展重点产品全生命
周期碳足迹核算。（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

´（四）完善价格调控机制。

´（五）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



我们的碳达峰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目标协同的研究的要点

´不考虑2035年经济目标，采用行政手段或延续现在的若干项能源环境约
束性指标稍加努力，可以再任何一年实现碳达峰，甚至是能源达峰

´碳达峰是万元GDP碳排放的下降速度等于或大于经济增速，二者只是有
个很小的差异

´万元GDP碳排放与万元GDP能耗相差一个百分点左右
´万元GDP能耗下降速度越来越慢
´过早实现碳达峰将导致经济增速小于4%
´实现2035年的经济目标需要5%以上，山东省还提出强省目标，更高



我们的碳达峰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目标协同的研究的要点

´国际承诺是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 2029年实现碳达峰最有利于2035年经济目标的实现，及时是2029年碳
达峰，2035年的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不采取积极的经济发展政
策，使得能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更有弹性，仍有实现不了的可能

´事先确保2029年实现碳达峰，也需要在2029年前让现有并非落后的生
产能力正常发挥作用，2030年采取一系列铁腕减碳政策，永久性的确
保2029年的峰值。包括，集中关停落后产能，大幅度提高碳价格，征
收碳税。等

´严控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盲目新增产能是关键，而非对现有先进生产力进
行各种控制，这实际上迟缓了全省经济发展



我们的碳达峰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目标协同的研究的要点

´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多是在某种危机情况下被动实现，两高企业
破产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非主动为之

´中国或各省实现碳达峰，应该避免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实现低碳
达峰，重要的是避免两高产业的盲目新增，增加碳中和的压力

´采用行政手段阻滞现有生产力的正常作用发挥，也会增加碳达峰的
压力，因为人为压制形成的平台震荡期，也可能震荡到2030年之后，
国际经验很多如此

´因此，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需要一定的策略，既要事先确保，又
要确保2035年的经济目标的实现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