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

发布——引导产业迈向绿色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近日印发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

为产业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录》细化了相关产业的具体内涵和要求，有利于强化产业绿

色发展导向，推动形成各方支持政策合力，为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

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为完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 2月，为明确绿色产

业发展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

录（2019 年版）》，明确了绿色产业类别和内涵，为各地方、各部

门制定完善绿色产业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转型发挥了积极导向作用。

“为适应绿色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适时修

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要求，我委会同有关部

门启动了本轮修订工作。”该负责人说。

《目录》共分三级，包括 7类一级目录、31类二级目录和 246

类三级目录。记者查阅《目录》发现，7类一级目录包括节能降碳产

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



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比如，节能降碳产

业具体包括高效节能装备制造、先进交通装备制造、节能降碳改造、

重点工业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温室气体控制5类二级目录，节能锅炉

制造、节能窑炉制造等38类三级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录》及其解释说明，明确

了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绿色低

碳转型重点产业的细分类别和具体内涵，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

碳转型提供支撑，为各地方、各部门制定完善相关产业支持政策提供

依据。

指导性实用性进一步增强

新版《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和实用性，具体有四方面变化

——调整目录名称，全面落实“双碳”战略。目录名称由“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调整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纳入了低碳转型

相关产业，与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工作更好衔接，充分体现了“双碳”

工作导向。

优化目录结构，更好厘清产业边界。2019 年版目录中的节能环

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2类一级目录中均包含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

用的内容。《目录》将上述 2类一级目录调整为节能降碳产业、环境

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3类一级目录，相应调整有关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设置，使产业边界更加清晰。

拓展覆盖范围，增补重点新兴产业。《目录》新增了温室气体控制、



重点工业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绿色技术产

品研发认证推广、新污染物治理、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装备制造

等一批新兴的绿色低碳转型重点产业，引导政策和资源支持相关产业

健康发展。

明晰产业内涵，强化法规政策要求。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更新完

善《目录》各条目的解释说明内容，明确各类产业的具体内涵、最新

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要求，强化先进性引领，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设，推动相关行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认为，《目录》关注

产业低碳转型发展需要，纳入了更多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内容。同时，满足转型金融发展需要，增加了低碳转型产业有关内容，

并鼓励有关部门以此为基础出台和完善有关支持政策措施，为研究制

定转型类金融产品支持范围提供了依据和空间，将有力推动转型金融

市场发展。

推动绿色标准国际合作

明确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是什么”，还要明确产业向绿色低碳

转型具体“怎么办”。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认为，

在《目录》基础上，不同部门可根据投资、价格、金融等不同政策的

实际需要，逐步制定细化目录、子目录或拓展目录，指导各机关、团

体、企业、社会组织更好地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相关产业发展，着力提

高《目录》的使用效果。



“经济发展需要培育新动力，经济转型需要发展新引擎，各地区

想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产业而不知该发展何种产业时，《目录》提供了

一个框架性思路，助力地方结合实际选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

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张英健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方、各部门要做好《目录》

与相关支持政策的衔接，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交流，推动绿色标准国

际合作。鼓励金融机构为符合《目录》要求的境内项目或活动以及企

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境外地区的项目或活动提供金融支持。

后续，《目录》将根据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任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

展、资源环境状况、科学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调整和修订。（记者

廖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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