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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

2030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100

（二）工作原则

——坚持积极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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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因地制宜。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安全降碳。

二、主要目标

2025

2030

三、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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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试点任务。

（二）实施重点工程。

（三）强化科技创新。

（四）完善政策机制。

（五）开展全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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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实施

（一）确定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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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1 15

（二）编制实施方案。

2

（三）开展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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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总结评估。

（五）做好经验推广。



— 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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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名额安排

地区 名额 地区 名额

3 3

2 2

3 2

2 2

2 3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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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一、工作基础

（一）实施主体概况。

（二）能耗和碳排放情况

（三）绿色低碳发展基础。

（四）碳减排难点分析。

二、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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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碳达峰试点园区建设参考指标

序号 类别 具体指标 单位 2022年 2025年 2030年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MJ/m2

10 %

11 %

12 %
13 %

14 %

三、主要任务

（一）试点城市主要建设任务

1.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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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3.推动重点行业碳达峰。

4.加快城乡建设低碳转型。

5.促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



— 12 —

（二）试点园区主要建设任务

1.加快提升能源清洁化利用效率。

2.推动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3.提升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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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力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5.提升减污降碳协同能力。

四、科技创新

五、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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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创新

七、全民行动

八、保障措施


	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
	（二）工作原则
	三、建设内容
	四、组织实施
	（一）确定试点名单。统筹考虑各地区碳排放总量及增长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首批在15个省区开展
	（三）开展试点建设。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和试点园区管理机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各方
	（四）加强总结评估。有关省区发展改革委要组织试点城市和园区定期开展建设情况总结评估，系统梳理试点工作
	（五）做好经验推广。试点城市和园区要及时梳理总结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模式、典型案例和成功做法，归纳后形成

	附件2

	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一、工作基础
	（二）能耗和碳排放情况。简述城市或园区近年能源结构、能源供需关系、能源生产、能源消费、主要资源消耗等

	二、建设目标
	三、主要任务
	综合考虑功能定位、区位特点、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合理部署碳达峰试点建设任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一）试点城市主要建设任务
	（二）试点园区主要建设任务

	四、科技创新
	聚焦区域绿色低碳科技需求，加强重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对于科教基础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要加大绿色
	五、重点工程
	六、政策创新
	七、全民行动
	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中开展生态文明科普教育，普及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知识能力。推动
	八、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