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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15 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节〔2015〕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

为加快实施工业绿色发展战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我部决定 2015 年继续组织实施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现将《2015 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加

强组织协调，认真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 2 月 27 日

（联系电话：010-68205366）

2015 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实施工业绿色发展战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业体系，按

照我部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统一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

环境的期待，以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发展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为目标，以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节能减排为着力点，突出机制模式创新与务实推动，加快利用信息

技术促进节能减排，强化支撑服务与考核评估，力争在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工业

绿色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实现以点带面，推动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再上新台

阶。

二、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 2015 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预期实现以下目标：

（一）提升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到 2015 年底，减少

煤炭消耗 400 万吨以上。指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等重点工业企业实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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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生产技术改造，预计全年削减二氧化硫 7万吨、氮氧化物 6万吨、工业烟（粉）

尘 4万吨、挥发性有机物 2万吨。

（二）建立覆盖 2000 家以上重点用能企业的全国工业节能监测分析平台，

实现对试点地区工业能耗数据的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测。推进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

设，完成钢铁、建材、石化等 200 家企业能源管理中心项目验收工作，新启动

100 家项目建设。在通信、金融、电力等部门启动 30 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建设。

（三）初步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机制，完善产

业链。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尾矿、冶炼渣等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 6000 万吨/

年。

三、重点工作

（一）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和结构优化，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1.推进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印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指导

煤炭消耗大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实际，围绕焦化、煤化工、工业炉窑和工业锅

炉等编制具体实施方案，加大地方政府组织协调力度，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

合提升工程。推动辖区内相关企业实施工业用煤技术改造和节能技术改造，培育

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高能效的锅炉生产企业和节能

服务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产业融合，综合提升区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实现控煤、减煤，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2.提升重点行业能效水平。实施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制度，在水泥、

平板玻璃行业推进贯彻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制定能效“领跑者”试点实施方案

并组织实施。指导和督促地方按照《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业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

行方案》和地方编制的实施计划，加快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

等重点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大幅削减工业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出台《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开展绿色

建材评价，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3.加强对重点区域工业清洁生产工作的指导。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对有关

地方工业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及工业企业负责人开展培训，指导地方和重点企业加

快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按照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会议和京津冀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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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调小组、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调小组会议部署，履行

成员单位职责，指导重点地区做好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二）组织实施数字能效推进计划

1.推进重点行业企业能管中心建设。制定发布钢铁、化工、建材、轻工等行

业《重点用能行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规范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的

建设标准、验收标准，指导支持各行业加快建设能源管理中心，提升企业能源管

理信息化水平。

2.推进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建设。制定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建设方案,组织试点

省市围绕生产制造、能源、电信、互联网、公共机构、金融等重点领域开展绿色

数据中心试点建设，宣传和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节能环保技术、产品和运维管理

方法，引导和培育数据中心联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化协会等一批

绿色数据中心技术、解决方案、运维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3.推进全国工业节能监测分析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监测工作基础，编制

工业节能监测分析平台系统对接建设方案，推动全国系统与上海、山东等试点省

市系统联网，按月自动采集工业能耗数据。通过部分地区的试点连接，规范与国

家系统相一致的平台连接、数据传输方式，研究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制订相关标

准规范并予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确保系统对接的顺利完成。

（三）组织推进京津冀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

1.制定专项行动计划。研究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

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京津冀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的思路，推进

尾矿、废石、粉煤灰、废旧电子电器等资源跨区域协同利用，加强产业对接，探

索大宗工业固废及资源化产品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完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链。

2.指导地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指导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行动计划》确定的重点任

务，协同制定各地区具体实施方案，提出工业固废协同利用目标，确定重点领域，

明确协同发展的骨干企业、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并提出保障措施。

3.加强督促与协调。建立统一协调指导机制，加强对地方实施方案制定及实

施情况监督检查，督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项目实施，



促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产业和生态一体化发展。

四、进度安排

——印发实施方案，启动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一季度）

——发布《重点用能行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及《工业领域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一季度）

——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启动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二季度）

——指导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制定工业节能监测分析平台对接建设实施方案

及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的实施方案，试点省市完成与国家系统联网，初步

建立全国工业节能监测分析平台。（二季度）

——积累监测分析平台运行经验，逐步完善系统建设、数据采集传输等方面

的标准和规范要求，组织现场验收。（四季度）

——组织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清洁生产能力培训和重点地区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培训，督导地方落实工作职责，编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方案。（全年）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机制模式创新。我部将联合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等机构，整

合相关行业协会、科研设计单位、节能减排咨询服务公司、投融资机构等资源，

加强机制模式创新。组建多领域、跨学科的创新联盟，指导关键共性节能减排技

术方案的研发设计，增加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育一批资源整合能力强、规范化服

务的节能服务公司，加快规模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加强与产业基金、投资公司、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对接，探索政府组织协调、企业为主体、第三方机构担保、金

融机构支持的投融资模式，为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

（二）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紧紧抓住国务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京

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注重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加强与发改、

环保、财政、科技等部门紧密合作，推动建立部门互动、区域联动、上下齐动的

工作机制，营造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及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发展跨区域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产业对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

促进区域间节能环保产业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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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政策支持。利用中央财政技术改造、清洁生产等专项资金，支持

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重点项目建设。研究利用产业基金等资金渠道，支持重点

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请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利用节能

减排、技术改造、中小企业、信息化等专项资金，支持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四）加强督导考核评价。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计划考核实施方案，加强

对地方清洁生产等相关工作的考核督导。充分发挥地方各级节能监察及质监系统

监督机构作用，加强对能效提升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评价，开展专项检查，推动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有效管用的监督检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