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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严峻威胁，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已成全球必然趋势。然而，实现《巴
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存在较大难度，新冠疫情与地缘
政治情势变化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仍存，能源
供需不平衡、通胀问题严峻。在此背景下，各国加紧
制订全方位碳减排实施方案，推动净零战略落实。

2021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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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下称《行动
方案》），并陆续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文
件，为中国的“双碳”行动制定了顶层设计。

其中，《行动方案》指出，“各地区要结合区域重
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从实
际出发推进本地区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还
提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要发
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率先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中央政府对上述三大
区域及其所在省市的引领定位的明确：这些地区在
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能源转型、能力建设保障和机制
体制创新等方面，将成为中国“双碳”和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的“火车头”。

为客观分析重点区域低碳发展和转型现状、环境
和潜力，助力各省市找到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和高质量
发展路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NCSC）与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Greenpeace	
East	Asia）合作开展了“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
评价体系研究。本研究致力于帮助地方政府管理部门
明确低碳发展和转型的工作重点，规范引导其落实低
碳发展和转型的行动；为国家和地方的“双碳”和气
候主管部门了解和评价地区低碳发展和转型状况提
供依据；并为现状和潜力各异的三大区域各级地方政
府互相借鉴、促进地区间的良性合作竞争提供有益参
考，加速推动其成为全国低碳转型的典范。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低碳转型行动
力指数最高，其次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区域。研究同时
注意到，三大区域均存在相较于其他区域的优势与
挑战。京津冀在“双碳”目标和政策、能力建设和保
障方面表现最突出，粤港澳在低碳发展水平方面最
具优势，长三角则在区域协同、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方面走在前列。

从产业视角来看，江苏省拥有最多的新能源企业
总部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基地，领跑长三角；而江
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安徽省在战略性低碳绿色产
业上的共同发力，也助推长三角地区在低碳产业基
础方面处于三区领先。从能源转型视角来看，京津冀
地区有着最严格的煤炭和煤电控制政策，并且依托
三大区域中较好的新能源禀赋，制定了最有雄心的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指标。

研究建议，三大区域应进一步深化其在经济社
会低碳绿色转型中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通过强化绿
色低碳产业发展、气候立法与政策、绿色金融发展等
抓手，锻长板与补短板结合，着力提升各省市低碳转
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区
域协同发展，将气候行动、低碳转型与区域重大战略
良性结合，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公平性发展。

1.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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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评价对象

本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个重

点区域为评价对象。其中，京津冀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以及珠三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珠三角包括的广东省

下辖9个城市与其他评价对象级别不对等，本研究中

评价对象由珠三角扩大为广东省。另外，因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指标数据存在可获性方

面的挑战，部分指标层评价对象仅包含广东省。

2.2  评价指标体系

为客观呈现与分析重点区域及其包含省市响应国

家“双碳”战略的低碳转型行动力，本研究综合考虑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与能源结构、碳排放水平、政策规

划及其他低碳发展和转型影响因素，遵循科学性、系

统性、导向性、新颖性等原则，在国内已有低碳发展和

转型评价体系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层级
低碳转型行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基础评分项和附加评分项两部分构
成，这两个评分项下又划分为一级指标层和表征一级的
二级指标。其中，基础评分项准则层由低碳发展水平、低
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双碳”目标和政策、能力建设
和保障4项构成；一级指标是准则层的细化分类，由12个
一级指标构成；二级指标是表征一级指标的具体分项，
由48个二级指标构成。附加评分项准则层由区域协同这
一项构成，其作为本指标体系的亮点特色，主要展现区域
内各地区绿色低碳协同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级指标由基
础设施协同、产业和市场协同、政策和制度协同、科技创
新协同4个指标组成；二级指标由10个具体指标构成。区
域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评价维度简要说明，详见表1。

本研究采用决策者赋权方法，基于专家对于碳达
峰碳中和宏观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能源低碳转
型、应对气候变化法规政策体系研究等影响因素的评
估1，赋予基础评分项和附加评分项的评价指标差异
化权重。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详见表2所示。

2.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准则层） 解释

低碳发展水平 以2020年数据为基础，反映“十三五”末各目标地区温室气体排放、能源低碳化、产业低
碳化水平

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以各个地区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禀赋、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情况为基础，反映各地区各类
资源被消纳利用的空间和潜力以及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水平

“双碳”目标和政策 以“双碳”目标提出后各地区发布的政策文件、提出的低碳发展和转型目标以及低碳试点
示范工作情况为基础，主要反映“双碳”目标和政策引导下未来一定时期的气候行动力

能力建设和保障 包括制度保障、科技财税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主要反映各个地区在“双碳”工作上的能
力和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区域协同 包括基础设施协同、产业和市场协同、政策和制度协同、科技创新协同四个方面，主要反
映各个区域省市之间在不同维度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的力度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评价维度说明   |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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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评分项 准则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单位

低碳转型
行动力评

价指标
基础评分

低碳发展水平
（0.25）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0.4）

“十三五”二氧化碳排放增速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CO2排放 吨CO2/万元

“十三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CO2排放下降率 %
人均CO2排放 吨CO2/人

能源低碳化水平
（0.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亿元
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 吨CO2/吨标煤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 %

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 %
产业低碳化水平

（0.3）
单位工业增加值CO2排放 吨CO2/万元

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定性

低碳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
（0.2）

碳汇资源禀赋
（0.3）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立方米/平方千米
森林覆盖率 %

低碳产业基础
（0.3）

新能源企业数量 个
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基地数目 个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名单企业数量 个

低碳能源禀赋
（0.4）

100米均风功率密度 瓦/平方米
水平面年总太阳辐照量 千瓦时/平方米

天然气和煤层气可采资源量 亿立方米
水力资源可开发装机容量 兆瓦

地下热水资源可采热量 万吨标煤/年
秸秆资源可利用量 万吨

大于200kw的潮汐能技术可开发的装机容量 万千瓦

“双碳”目标和政策
（0.3）

政策文件
（0.4）

“双碳”“1+N”政策文件 个
“双碳”法律法规 个
“双碳”标准规范 个

目标力度
（0.35）

碳达峰目标力度 定性
碳中和目标力度 定性

非化石能源装机发展目标 定性
煤炭总量控制目标 定性

煤电控制目标 定性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升幅 ％

低碳试点示范
（0.25）

碳达峰碳中和试点示范 定性
减污降碳协同试点示范 定性

气候投融资试点示范 定性

能力建设和保障
（0.25）

制度保障
（0.4）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定性
碳市场 定性

碳标签和节能低碳产品 定性
碳普惠 定性

温室气体管理信息化水平 定性

科技财税
（0.35）

科技财税政策 定性
绿色金融 定性

重大项目清单低碳能源项目投资额占比 ％
绿色低碳相关专利 个

科研机构数目 个
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 定性

社会参与
（0.25）

低碳节日和活动倡议数目 个
民间社会化组织数目 个

附加评分 区域协同

基础设施协同
（0.2）

省际输电通道 定性
充换电设施一体化 定性

交通联通度 条
产业和市场协同 

（0.17）
经济首位度 ％

产业链转移和协同 定性

政策和制度协同 
（0.5）

战略定位与气候目标 定性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协同 定性

区域特色制度协同 定性
科技创新协同 

（0.13）
生态环境协同研究机构 个

区域环境社会组织 个

区域层级低碳转型行动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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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定性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各省市的行

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以及行政主管部门

官方网站或相关报告公开披露的信息内容。定量

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发布

的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碳达峰实施方案文件、十四五规划文

件、主流数据库等。数据查询时间截止至2023年

3月31日。

2.4 评价指标评分方法

首先，根据指标体系所包含的低碳发展水平、低

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双碳”目标和政策、能力建

设和保障、和区域协同5个准则层的58个二级指标，

依次依据各省市原始数据计算所属区域指标数据。其

中，对于定量指标，区域层面量化结果为该区域下包

含的各省量化结果加总、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对于

定性指标，区域层面量化结果为该区域下包含的各省
量化结果总和。

然后，根据各二级指标区域层面数据和评分依
据，采用标准化法计算二级指标分数。最后，按照低
碳转型行动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确定的各指标权
重，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建立指数模型，具体如
下。其中附加评分项得分上限为30分。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E=	Σxi×zi1×zi2×zi3+Σxj×zj1×zj2
×zj3×0.3

式中，E为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的综合评分，
i指基础评分项第i个二级评价指标，xi为第i个二级评
价指标的评分，zi1、zi2、zi3分别为第i个二级评价指标
对应的准则层权重、一级指标层权重、二级指标层权
重；j指附加评分项第j个二级评价指标，xj为第j个二级
评价指标的评分，zj1、zj2、zj3分别为第i个二级评价指
标对应的准则层权重、一级指标层权重、二级指标层
权重。

2.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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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综合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显示（具体如图1和图2所示），长三

角低碳转型行动力最大，其次是京津冀，粤港澳的

低碳转型行动力在三个区域中相对较低。长三角在

区域协同、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方面走在其他

区域 前面，京津冀在“ 双碳 ”目标 和 政 策、能 力建
设和保障方面表现最突出，粤港澳则在低碳发展水
平方面最具优势。此外，三个区域在“双碳”目标和
政策以及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两项表现较为
接近，而在区域协同、能力建设和保障上表现差异
较大。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评价结果   |  图1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准则层评价结果   |  图2

低碳发展水平 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双碳目标和政策 能力建设和保障 区域协同

3.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指数评价结果：三大区域谁是“火车头”？

序号 区域 低碳转型行动力指数

1 长三角 131.56
2 京津冀 129.13
3 粤港澳 116.51

评分 27.13 26.02 25.32

区域 粤港澳 长三角 京津冀

评分 28.24 27.49 24.31

区域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评分 21.26 19.81 19.80

区域 长三角 京津冀 粤港澳

评分 25.63 24.41 15.02

区域 长三角 京津冀 粤港澳

评分 31.35 31.16 30.25

区域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低碳发展水平指标

温室气体 
排放水平

社会参与
科技创新协同

能源低碳化水平

科技财税
政策和制度协同

产业和市场协同

低碳产业基础

目标力度低碳能源禀赋

低碳试点示范产业低碳化水平

制度保障

基础设施协同

碳汇资源禀赋
政策文件

能力建设和保障指标

低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指标

区域协同指标

双碳目标和政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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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评价结果分析与启示

3.2.1   区域特色视角：三大区域在低碳转型行动力
上各有“长短版”

研究发现，三大区域尽管同属中国东部沿海发
达区域，它们在低碳转型行动力的现状与潜力上，存
在着不同的“长短版”。

1.	 长三角区域在区域协同与低碳产业基础维度最
为领先，这得益于其三省一市特别是江苏省良
好的绿色低碳产业布局，及长三角在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等制度和政策协同的积极尝试。

2.	 京津冀区域在“双碳”目标和政策、能力建设
和保障表现最为突出，这得益于其出台的“双
碳”“1+N”文件、“双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较多，以及其煤炭、煤电控制目标力度较大。

3.	 粤港澳区域的低碳发展水平在三个区域中
最高，除去港澳本身能源消费体量小这一原
因外，广东省在能源、产业低碳化水平方面
也优于其他区域省市，这体现在其非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高、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
放低，和其走在全国前列的区域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等方面。

4.	 三大区域也均存在着亟待进一步提升的部
分。粤港澳亟需深化基础设施、产业和市场方
面的协同发展；京津冀在科技创新协同、产
业低碳化方面和另外两个区域有一定差距，
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仍需进一步优化；长三
角总体低碳转型表现最佳，但在能源低碳化、
“双碳”政策出台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 长三角区域：区域协同与低碳产业基础“领跑”

长三角作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
和低碳政策试点的重要落脚点，在区域协同、低碳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方面走在其他区域前面。其在区域
协同方面的优异表现，主要得益于区域政策和制度
协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力度较大。以政策制度协同
为例，早在2019年10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复《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同年还确立
了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组成的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21年，《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正式
印发，确立了将一体化示范区打造成为绿色金融产品
和服务创新的先行区、气候投融资和碳金融应用的实
践区、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试验田；2022
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碳达峰实施
方案》正式印发，这是全国首个跨省碳达峰方案。

此外，长三角注重发展区域重点领域制度的协
同，在区域碳普惠、碳排放交易、碳标识、绿电交易
等制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应用。长三角的区
域生态环境协同研究机构、环境社会组织数量在三
个区域中也是最多的。

得益于长三角在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消费格局
的亮眼表现，长三角区域在低碳产业基础方面也处
于三大区域的领先位置。新能源产业方面，长三角是
新能源企业总部落户最多的区域，共有1680家新能
源企业，其中江苏省有932家，浙江省和上海市各有
300多家，安徽省有约100家2。

新能源汽车方面，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基地在长
三角地区分布数量最多，共有108个，其中江苏、浙江
数量最多，且分布城市广泛，江苏一省的新能源汽车
整车制造基地数目基本与整个京津冀区域总数持平3。
三省一市还于2021年组建了长三角系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联盟，长三角已然成为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
基地。此外，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最高，约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28.2%，高
于粤港澳（15.5%）和京津冀（11.5%）之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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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长三角成为率先将绿色金融纳入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的区域之一

如上所述，长三角在政策和制度协同、基础

设施协同等方面做出了许多领先和积极探索。其

中，绿色金融一体化亦是长三角一体化探索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机制方面，2019年4月，长三

角三省一市人民银行筹备建立了“金融服务长三

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并成立专题工

作组方式共同推进这一工作。2020年，长三角合

作机制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合作专题工作内容，

并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牵头建设长三角绿色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系统的一期建设，初步实现了

长三角地区绿色金融统计数据的互联互通。2021

年，三省一市人民银行共同推进系统二期建设，拓

展数据覆盖领域，优化系统功能应用。2021年11

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绿色金

融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为深化长三角跨省
域、跨地区的一体化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指引。

在金融机构层面，长三角区域也进行了一系列
有益探索，一是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合授信试点，上
海市辖内银行机构在项目规划、授信额度核定、信
贷管理及风险化解等方面，与长三角区域内分行
加强合作协调，建立和优化长三角跨省（市）联合
授信机制，推动信贷资源优化配置。二是推动形成
长三角一体化的组织机制和基础设施。交通银行、
浦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成立了长
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交通银行建立长三角集团客
户一体化管理系统，推动系统内跨区域联合授信；
浦发银行制定全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规划方
案，推动区域内各分行管理平台互联互通。

三大区域新能源企业总部分布情况，2023   |  图3 三大区域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基地数目，2023   |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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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津冀区域：“双碳”目标和政策、能力建设和

保障表现突出

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以及区域协同发

展的改革引领区，在全国起到政策引领和示范作用，在

“双碳”目标和政策方面评价最为亮眼。京津冀地区

由于出台的“1+N”文件、“双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较多，以及煤炭、煤电控制目标力度较大，得分高

于其他两个区域。

在中央“双碳”政策体系的引导下，京津冀出台了

“双碳”“1+N”政策体系文件（18份）、“双碳”法律法

规（15份）、“双碳”标准规范（50份）等低碳转型政策

文件，数量为三个区域中最多。另外，京津冀的能源清

洁转型目标雄心较强，研究结论显示，其设定的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值较2020年现状值升幅

在三个区域中最高。京津冀还提出了较大力度的煤炭

总量控制目标和煤电控制目标。在煤电政策方面，北
京5承诺不再新增煤电，河北6和天津7提出严控新增煤
电装机容量。煤炭总量控制方面，北京提出到2035年
全市基本实现“无煤化”8，天津9和河北10也都提出了
“十四五”时期完成国家下达的减煤10%任务目标。

研究发现，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
津冀地区产业低碳化水平不断提高，从产业结构上
看，第三产业占比由2014年的59.15%，上升至2021
年的64.87%。但是，京津冀的产业低碳发展水平仍有
待进一步提高。2020年，该区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
化碳排放为三个区域中最高，接近3.9吨/万元，长三
角地区仅为约1.7吨/万元、广东仅为1.2吨/万元。北
京以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消费耗能为主、单位工业增
加值二氧化碳排放较低，但由于河北的能耗主要来自
第二产业，特别是钢铁、建材、黑金、非金等高耗能产
业，京津冀的整体平均排放强度偏高。

典型案例： 京津冀协同推进区域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京津冀钢铁产业占比突出，2015年，该区域钢铁产能占全国总量的1/3，面临高排放、高耗能、产品
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地区加强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产业对接协
作，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高耗能产业升级取得较大进展。

钢铁行业在天津的产业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曾贡献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2015年10
月，天津市启动实施了“天津市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科技示范工程”，示范工程支持了北京和河北两地
企业与天津钢铁企业的合作，为天津11家钢铁企业每年节约煤炭2125吨、节电73.8万度，形成10项
以上可推广的成套技术。到2021年，天津市有三家钢铁企业整体退出，保留的四家钢铁企业全面实
施超低排放改造，并完成了20个工业园区的提升整合，基本完成“园区围城”和“钢铁围城”的破解
任务。

2022年2月，河北省印发《河北省加快推进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近年，以河钢集团
为代表的钢铁企业通过低碳技术的创新不断推动钢铁产业的绿色发展。河钢集团在张家口启动了120
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二期工程计划利用张家口地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优势，应用风能、太阳能制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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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粤港澳区域：低碳发展水平在三个区域中最高，

广东能源、产业低碳化表现可圈可点

粤港澳的低碳发展水平在三大区域中领先，主要

得益于其良好的能源低碳化和产业低碳化水平。粤港

澳的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碳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三个地区中最

低。香港和澳门能耗总量小、对区域影响较小。除去

这一因素外，广东省在能源和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方

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能源低碳化水平方面，从“西电东送”工程开始，

100%的绿氢冶金，并从分布式绿色能源利用、低成本制氢、氢气直接还原、二氧化碳脱除等全流程和
全过程进行创新研发，探索钢铁工业低碳甚至“零碳”经济的优化途径。

首钢集团从北京石景山迁至河北曹妃甸，成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之一。首钢集团的
搬迁加快了河北唐山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落地，引导83家首钢企业在唐山注册，为唐山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还推动北京石景山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22年石景山第三产业占比达86.8%。2014至
2016年，首钢园区通过开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成功支持北京建设以首钢园区为核心的京西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迎接北京冬奥会，北京首钢园区的老旧车间厂房、运煤车站分别被改造成为速
滑、花滑及冰壶三座国家队训练馆与冰球场馆，成为城市新地标之一。

广东便加快了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非化石能源占能
源消费比重（2020年达到30%11）以及电能占终端用
能比重迅速提升，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区域。广东和粤
港澳整体的单位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在三大区域
中也较低，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相比之下，虽
然北京和浙江两省市略低于全国平均，长三角和京津
冀区域整体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低碳化水平方面，2020年，广东的单位工业
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万元，显著低于其他两
个区域的平均值，省市层面仅次于北京，优于上海、
江苏、浙江等省市。

三大区域单位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   |  图5 三大区域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总消费比重，2020年   |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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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粤港澳完善区域互联互济，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中国国务院2019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强化能源储
运体系；大力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和布局，建设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

粤港澳三地、整个南网区域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合作较为紧密。南方电网与香港通过4回400千伏
线路、7回132千伏线路相联，与澳门通过6回220千伏线路、4回110千伏线路相连，对香港送电量占其
用电量的25%，对澳门送电量占其用电量的80%。而南方电网区域目前建成“八交十直”西电东送大通
道，粤港澳大湾区受入的年送电量，相当于减少了大湾区5700万吨标煤消耗。2020年底，南方电网建
设的全球首个特高压多端柔直输电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投产使用，向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输送云南500
万千瓦水电，预计每年减少粤港澳大湾区煤炭消耗6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600万吨。

在此基础上，南方电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电网和新型电力系统规划建设，已初步建成“源网
荷储”协同的大湾区综合能源供应保障体系。2022年，南方电网加快推进广东29个新型电力系统示范
区建设。在深圳、广州、惠州等开展地市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在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开展县区级新
型电力系统示范，在东莞松山湖等开展园区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南方电网还探索了“规模化车网互
动”“5G+电网深度融合”“低碳园区综合能源供给”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以提升电力系统柔性可控、灵
活调节、多样互动能力。

三大区域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   |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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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投资、外贸和消费的新增
长点。2022年，江苏的锂电池出口增长61.1%18，浙
江的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了1.1倍19，上海的锂电池
出口增长超过3.6倍20。2023年前四个月，被称为外
贸“新三样”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合计
出口同比增长72%，将中国出口整体增速拉高2.1个
百分点21。

3.2.3   能源转型视角：京津冀能源低碳转型雄心较强

能源转型是社会经济低碳转型中的关键任务，
而能源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也无法孤立进行，需要化
石能源消费控制、新能源高质量发展、能源体系系统
性革新多管齐下，既需要政策目标引导也需要产业发
展与资金投入支撑。研究结果显示，在低碳能源禀赋
方面，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基础相对
优于粤港澳。其中，京津冀在三大区域中具有较为突
出的太阳能和风能禀赋，长三角则拥有三大区域中较
为丰富的水力资源，粤港澳可再生能源禀赋较弱。

三个区域结合自身能源禀赋，设定了差异化的
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研究统计分析显示，京津冀
的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目标比重升
幅（相较于2020年）在三个区域中是最高的，达到
4.67%，长三角其次，升幅达4.38%，由于港澳数据
可获得性以及对港澳整体基数占比的考虑，粤港澳
仅统计了广东省的数据，升幅仅为2%，低于其他两
个区域（详见表3）。

与此同时，据研究统计分析，京津冀对于低碳能
源类重大项目投资力度较大。在三大地区各省市2021
年和2022年的省级重大项目清单的能源项目中，京津
冀地区清单的低碳能源项目投资额占比超过60%，明
显高于广东与长三角地区（占比均低于50%）23。

在能源低碳转型雄心和投资力度的支持下，三
个区域新增新能源装机逐渐成为当地新增发电装机

3.2.2   产业视角：三大区域加速竞逐新能源汽车等
绿色低碳产业，长三角领跑

近年，三大区域各省市加速布局以光伏、储能、新

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江苏、

浙江、广东、上海、安徽均有亮眼表现，“绿色竞跑”呈

加速度态势。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的低碳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得分在三个区域中最高，但可以观察到，

三大区域各个省市纷纷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产业链

发展，作为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心和提升

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从现状来看，据研究梳

理统计，在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基地的数量和分布

方面，三大区域均有较好的布局基础。江苏、浙江、

广东、安徽四省均拥有超过20个制造基地，江苏42

个、浙江32个，广东26个，安徽22个，北京、天津、河

北也各有超过10个制造基地12。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方面，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以全国约45%的GDP

占比，贡献了全国55.2%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截至

2022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排名前三的省市

分别是广东、浙江和上海13。

从地方政策来看，多省市已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

相关“十四五”规划与行动方案，制定了颇具雄心的

产业发展目标。2020年，浙江和江苏分别生产了7.7万

和9.6万辆新能源汽车，贡献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

5.3%和7%。展望2025年，浙江省提出，将实现超过

120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并进一步提升其产量占

比至全国的10%14；江苏提出将实现超50万辆的年产

量15；上海则提出年产量超过12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

值突破3500亿元16。北京、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还

专门出台了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意见17。

地方政府对于绿色低碳产业的关注与投入，也

锻造了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和国际竞争新

3. 区域低碳转型行动指数评价结果：三大区域谁是“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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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其中，2021年京津冀风力和光伏对全部新增

发电装机贡献高达79.6%，长三角（66.1%）与广东

（53.5%）的这一占比也均超过50%。具体到区域

内各省市，北京新增风光装机占比为100%、河北和

安徽分别为82.5%、80.2%24，是三大区域内占比最

高的省市。

三大区域各省市的能源电力政策正随着电力供

应紧张问题悄然转变。在煤电政策方面，“十四五”以

来，落实国家有关严控煤电项目的政策要求，自身情

况各异的各省市官方政策中对于煤电的表述存在一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目标比重升幅（%）

京津冀 7.6% +4.67%

长三角 13.8% +4.38%

粤港澳（广东） 29.3% +2.00%

三大区域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目标比重升幅（2025年相比于2020年）22   |  表3

些差异。北京和上海提出不再新增或禁止新增煤电，
天津、河北、江苏、广东则提出严控和合理控制煤电
规模，安徽和浙江分别表达了严禁新增燃煤自备机组
与明确的煤电发展需求。然而，在煤电项目审批的执
行上，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外，其他省市均有松动。据
研究统计，2022年，三大区域新审批煤电装机占全国
装机总量的55%，新批了装机的省份包括广东（1818
万千瓦）、江苏（1212万千瓦）、安徽（828万千瓦）、
河北（606万千瓦）、浙江（532万千瓦）。部分省份
2023年第一季度也新核准了煤电项目，包括河北（639
万千瓦）、安徽（264万千瓦）、广东（200万千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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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
和国家的总体建议

 ● 建议三大区域进一步深化在经济社会低碳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作用。作为全

国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三大区域

应继续在制度与政策创新、绿色产业发展、

区域协同和公平性发展等方面率先发力，锻

长板与补短板结合，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经

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益经验与借鉴。

 ● 建议三大区域加大对本地绿色低碳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投入力度，激发与加强地方

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三大区域应该在

目前良好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基础上，出台配

套政策和改革地方政策，破解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面临的政策瓶颈，支撑绿色低碳产业的

精细化、高质量发展；并在产业发展中锻造

国际战略产业竞争新优势，抢占绿色低碳、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的竞争高地。

 ● 建议三大区域强化区域协同，促进公平性发

展。无论是京津冀、长三角还是粤港澳地区，

在区域内都存在着不同省份间的发展代差，

河北和安徽两省落后于各自区域内的其他

省市，广东也与澳门和香港之间存在着发展

路径的差异和机制体制壁垒。加强区域中不

同地方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并非为产业转移

而转移，而是既要加强基础设施、产业链与

市场方面的协同，也要进一步深化标准和制

度、法律上的协同，开展区域气候立法。同时

在转型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公平，健全横向

补偿机制，以区域内转移支付等形式缩小区

域地区间的经济、财政差距，形成“1+1＞2”

的良好局面。

 ● 建议国家加速出台构建区域低碳转型行动力
指标评价体系。当前，中国并无完善、统一和
权威的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指标评价体
系，无法对不同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成
效进行评价和比较，这将对区域进一步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决心和力度造成一定影
响。因此，建议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制定并
出台一套全面、权威的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和
转型指标评价体系， 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协同
发展与制度创新，服务国家“双碳”目标和区
域重大战略。

4.2   对长三角协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建议

 ● 以区域绿色低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
撑地区能源电力安全供应与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长三角应在目前较为领先的制度协
同基础上，借鉴粤港澳的先进经验，进一步
强化区域内低碳“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
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能源互济、绿电交易和
电力市场互通，积极应对地区可再生能源禀
赋短板及负荷中心用能不断增长的挑战，深
化区域能源合作与发展保障地区能源与电
力供应，支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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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京津冀协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建议

 ● 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抓手，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京津冀地区在优化产业
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强
化三地之间的协同，加速出台《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规划》。天津应积极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河北省应严格限制“两高”行业，北
京应发挥科技和金融引领作用，促进产业协
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此外，京津
冀应借鉴广东省（特别是深圳）良好的产业
转型升级经验，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
条件，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新能源产业和工
业智造发展路径，以工业互联网为抓手提升
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和新
动能发展。

4.4   对粤港澳协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建议

 ● 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区域“双碳”战略和工作
协同，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重大制度。
本次评估中，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统计口
径问题，和粤港澳自身区域协同发展等挑战，
粤港澳地区在三个地区的整体评估中分数较
低。然而，广东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与作
为金融中心和世界窗口的港澳地区的深度参
与，港澳地区的能源供应、社会经济低碳转型
与制度创新也离不开与广东省的深度合作。
港澳地区应以“双碳”“1+N”政策体系为蓝
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的
政策举措，广东省应根据实际情况参考长三
角经验，牵头深化粤港澳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和转型协作，统一核算与统计口径、共享碳排
放数据等信息，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及“双碳”
工作的联席制度，完善生态环境和碳排放的
联治制度，加强区域低碳转型制度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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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值5.45万亿元，2023-01-17，https://www.gov.cn/
xinwen/2023-01/17/content_5737511.htm

19. 杭州海关，2022年浙江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外贸经营
主体首次突破十万家，2023-01-28，http://nanchang.
customs.gov.cn/hangzhou_customs/575609/
zlbd/575612/575613/4816908/index.html

20. 证券时报网：上海2022年外贸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 新能源
汽车出口强劲，2023-01-19，http://www.stcn.com/article/
detail/779690.html

21. 中国工业报：外贸“新三样”，4个月出口超3500亿
元，2023-05-15，https://mp.weixin.qq.com/s/
lco23WuAroUh6XzDXgxw4Q 

22. 课题组根据各省“十四五”规划及能源统计年鉴等计算

23. 课题组通过梳理分析各目标省市的省级重大项目清单中的能源
项目而得。低碳能源项目范围包括光伏发电及其配套项目、风
力发电及其配套项目、抽水蓄能、氢能配套基建、储能（应用、
示范）、生物质发电供热、余热余气余压发电、综合新能源、节
能改技项目等。部分信息缺失项目的投资额通过估算而得。

24. 课题组通过《中国电力统计年鉴2022》数据计算

25. 绿色和平，《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2022年进展分析》，2023-
04，https://www.greenpeace.org.cn/2023/04/24/2022-
2023q1coal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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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联系： 
greenpeace.cn@greenpe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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