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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二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加快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

引导低碳产业的发展，促进 2020 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

目标的实现，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

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起草说明如下。 

一、编制《目录》的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十二五”规划《纲

要》中提出要“推广低碳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

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明确

提出“推广一批具有良好减排效果的低碳技术和产品”、“编制

低碳技术推广目录”。为在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各行业加

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需要对各行业实现低碳发展的

技术路径加以引导，鼓励推广减排潜力大、先进适用、成熟可靠，

同时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良好的低碳新工艺、新技术和新

设备。《目录》将为有关企业和机构开展低碳技术推广和产业化、

发展低碳产业确立方向和坐标，并为下一步制定财政、税收等优

惠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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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利于规范和明确低碳技术的概念和认识。目前，我国

已有一些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开展了低碳技术研发和

推广示范等方面工作，但普遍存在对低碳技术概念认识不清、对

各类技术减排温室气体的潜力缺乏规范评价方法、被认定为“低

碳”的技术良莠不齐等问题，甚至有的机构将传统的高排放、高

耗能的技术或装置也冠以低碳之名。我委在编制《目录》过程中，

也组织各行各业专家研究制定了低碳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和低碳

技术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规范地征

集、科学地评审和审慎地遴选，有效地引导了社会各界对低碳技

术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三是有利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提供

有减排温室气体作用的先进技术是发达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目录》所涵盖的技术是我国当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潜力较大、

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公布《目录》将为我在相关谈判中明确技

术转让需求，加强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重

要依据；同时还将为我国以低碳技术设备赠送等援助方式开展南

南合作提供技术参考指南。 

二、编制《目录》的过程 

2012年 8月，我们利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支持

启动了“国家优先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编制项目，经过比较筛

选，最终确定请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此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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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对低碳技术征集原则、范围、碳减排量估算方法等方

面的研究基础上，我委于 2013年 1 月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征集重点低碳技术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3]226

号），并收到各有关单位推荐的低碳技术共 549项。 

经过符合性审查、行业专家初评、复评等多轮评审，2013

年 8月形成了《目录》初稿。我们在 2013 年 9月至 2014 年 2月

期间组织相关部门、各行业协会和有关专家多次召开讨论会，并

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目录》进行反复修改和调整。2014年

一季度，由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组织对《目录》列编的技术持有

人进行了公开答辩，针对有代表性的技术种类还组织了现场调

研。我们根据调研和答辩情况对《目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形

成了《目录》（征求意见稿）。我们就《目录》（征求意见稿）

征求了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意见，并在我委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并根据收到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录》。 

三、《目录》的技术定义和分类、技术来源、遴选和主要内

容 

（一）技术定义和分类 

低碳技术是指以能源及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 以减

少或消除二氧化碳排放为基本特征的技术，广义上也包括以减少

或消除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特征的技术。根据减排机理，低碳技

术可分为零碳技术、减碳技术和储碳技术；根据技术特征，可分

为非化石能源类技术，燃料及原材料替代类技术，工艺过程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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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减排类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类技术和碳汇类技术

等五大类。 

（二）技术来源 

为最大限度确保权威性、科学性和公平性，我们通过国资委、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和各有关行业协会等渠道向全社会发布征

集通知，征集范围包括钢铁、建材、电力、煤炭、石化、化工、

有色、纺织、食品、造纸、机械、家电等工业领域，以及建筑、

交通运输、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低

碳技术，可以是单一技术、产品、装备、工艺流程或系统性工程

技术等。重点要求企业和科研机构从现有或储备的二代先进技术

中推荐符合条件的低碳技术。 

（三）低碳技术遴选 

对征集技术的遴选主要分为符合性审查、分类初审、复核性

审查、技术答辩与现场调研等步骤，并以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

低碳领域的专家评审为基础，结合技术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和数

据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1. 遴选的基本原则 

入选的低碳技术首先应具有清晰的减排特征和较大的减碳

潜力；其次要有不同于传统成熟技术的创新性；第三要具有较好

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投资回收期一般在 10年以内，在解决

劳动就业、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导向方面有积极意义；第四还要

具备初步的产业化规模，已运行的工业案例一般需超过 2个。 

2. 遴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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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依据低碳技术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各低碳领域发展的主

要趋势，分别对其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四） 《目录》的主要内容 

《目录》内容详见《目录》汇总表和技术简介。 

《目录》汇总表明确定义了低碳技术的分类，以简表的形式

对不同低碳技术的适用范围、主要技术内容、典型项目实施情况、

目前推广比例、未来五年的推广比例以及形成的减排能力等内容

进行逐项说明。 

技术简介按照列入《目录》的顺序，对每一项重点推广的低

碳技术进行简要介绍，主要内容包括技术名称、技术类别、所属

领域及适用范围、技术应用现状及产业化情况、技术内容、主要

技术指标、技术鉴定情况、典型用户及投资效益、推广前景和减

排潜力等。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低碳技术的分类及技术评价的基本原则，在综合考虑低

碳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整体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低碳产业总体发展情

况，确定我国低碳技术的评价指标体系。 

低碳技术评价指标体系由若干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旨

在对低碳技术从技术角度、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和评价。一级指标包括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技

术价值包括技术合理性、技术先进性、技术适用性和碳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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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级指标；经济价值包括静态投资回收期和碳减排成本等二级

指标；社会价值包括环境影响和劳动就业等二级指标。 

技术合理性即技术减碳机理、实际减碳效果；以行业内同类

技术的相关参数作为基准线对关键参数进行对比； 

技术先进性即在行业内与同类技术水平相比，具有较好的技

术参数及性能，一般至少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技术适用性即技术推广难度、技术的可复制性、与其他技术

的匹配程度和实用性等； 

碳减排潜力即技术未来在行业内能达到的推广比例以及能

够形成的碳减排潜力； 

静态投资回收期即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条件下，以技术

的净收益回收其全部投资所需要的时间； 

碳减排成本即减排每吨二氧化碳当量需要投入的成本； 

环境影响即与同类技术相比，在减少对环境损害方面的效

果。 

劳动就业即技术达到预期推广比例时，可为社会提供的新增

就业岗位数量。 

（二）评价方法 

由于低碳技术涉及的领域广泛，技术类别复杂。对《目录》

低碳技术的评价采用了多层次的模糊评价法与专家评价法相结

合的模式。并根据各类低碳技术的不同特点，经过专家多次讨论

后确定了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最终按照专家评价结果分析得到

列入《目录》的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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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目录》入选低碳技术关键参数的计算 

根据五类低碳技术的不同特征，经相关专家反复讨论，确定

了各类低碳技术温室气体减排量及减排潜力的计算方法。 

（四）关于《目录》与《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的关

系 

考虑到我委已经对国家重点推广的节能技术组织开展了《国

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的编制工作，为避免重复，以节能和

提高能效为主要特征的低碳技术不列入《目录》。我委将在对历

次发布的国家重点节能技术的碳减排能力进行计算基础上，条件

成熟后将《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与《目录》合并发布《国

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目录（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