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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四部门联合发布《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为了更好地理

解和落实《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内容解读如下。

一、《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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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

总体部署。

建材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改善人居条件、治理生态环境和发展循环经

济的重要支撑。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建材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泥、平板玻璃等主要建材产品

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由于产业规模大、窑炉工艺特点等原因，建材行业也是工业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是我国碳减排任务最重的行业之一。建材行业实现碳达峰对工业，

乃至全社会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至关重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以及《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作为

国家碳达峰“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指导行业科学有序开展碳达峰工作。

二、《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什么？

《实施方案》内容包括“3 个部分、5 项任务、4 项措施”。

3 个部分是指《实施方案》由“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构成。

5 项任务是指《实施方案》提出了“强化总量控制、推动原料替代、转换用能结构、加

快技术创新、推进绿色制造”五方面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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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措施是指《实施方案》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健全标准计量体系、

营造良好环境”四方面保障措施。

三、目前我国建材行业绿色发展处于什么水平？

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材行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绿色发

展取得新的进展，重点行业、骨干企业的单位能耗、污染物排放强度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主要成效如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泥、平板玻璃新增产能得到有效控制，多

措并举引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无机非金属、复合材料等建材新材料规模不断扩大。二是

节能降碳水平提升。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实施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改造，行业节能减排水平大幅提升。按照我国能耗限额标准，水泥熟料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117 千克标准煤/吨、平板玻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照生产能力区分为≤12

千克标准煤/重量箱和≤13.5 千克标准煤/重量箱，总体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三是循环经济

加快推进。建材行业发挥协同处置优势，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发展。以水泥行业为例，目前，全国依托新型干法水泥窑技改建成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城

市污泥、产业废弃物的水泥熟料生产线约有近 300 条，有效推动了行业绿色化转型，为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四是绿色建材提速发展。在建筑门窗、卫生洁具、防水材

料等领域涌现一批绿色建材产品，提升绿色建材高质量供给能力。认证绿色建材 58 大类

产品，形成较为完善的产品体系，培育 8 个绿色建材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绿色

建材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总体而言，我国建材行业产品种类齐全，产业链完善，窑炉煅烧等生产技术成熟，单

位能耗、污染物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产业规模大、过程排放高、能源结构偏煤、

行业间差异较大等原因，建材行业确实存在排放总量大、发展良莠不齐等情况，碳达峰工

作任务比较艰巨，迫切需要统一全行业思想，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全行业有序开展碳达峰、碳减排工作。



四、怎样正确认识建材行业发展和减排的关系？

对于建材行业而言，“十四五”乃至“十五五”时期，建材行业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保障高质量有效供给的基础上，按要求有序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总体来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结构升级，面向建筑业的水泥等传统建材产品，

需求量将进入平台调整期，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面向节能环保、电子电器等新兴产业的

矿物功能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产品的需求量仍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建材

行业碳达峰，必须要处理好不同行业间关系，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实现产业健康发展。

建材行业既要深刻认识到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发挥带

来的新机遇新要求，也要深刻认识到规模数量型需求扩张动力趋于减弱、绿色和安全发展

任务更加紧迫的新矛盾新挑战，要充分利用双碳战略对建材行业产业革新带来的机遇，在

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扎实推动建材行业高质量发展。

五、建材行业碳达峰目标是什么？

《实施方案》按照国家总体部署，结合建材行业实际情况，提出 2030 年前建材行业

实现碳达峰，鼓励有条件的行业率先达峰。同时，提出了“十四五”“十五五”两个阶段的主

要目标。“十四五”期间，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产品单位能耗、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

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 3%以上。“十五五”期间，建材行业绿色低碳关键技术产

业化实现重大突破，原燃料替代水平大幅提高，基本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

六、为什么提出强化总量控制的重点任务？怎样落实这一任务？

总量控制是建材行业碳达峰的基础。水泥行业因其工艺特点，碳排放约占建材行业排

放总量的 70%，是建材行业碳排放重点领域。

近年来，国家对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其产能得到

有效控制。考虑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需求量已进入了平台调整期，随着“双碳”工作的持

续推进，仍需严格控制重点行业产能总量。下一步，在强化总量控制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要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发挥政策、标准、市场的综合作用，引导退出低效产能。

二是严格落实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产能置换政策，确保总产能维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加

强石灰、建筑卫生陶瓷、墙体材料等行业管理。三是完善水泥错峰生产，充分调动企业依

法依规执行错峰生产的积极性。

七、为什么提出推动原料替代的重点任务？怎样落实这一任务？

原料替代是建材行业碳达峰的关键。建材行业中水泥、石灰等主要产品在生产制备过程中需

要大量的碳酸盐矿物作为原料，碳酸盐分解过程形成二氧化碳，从而造成大量碳排放。据统计，

生产过程排放约占建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50%以上，建材行业碳减排工作，急需通过替代

原料的方式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近年来，建材充分发挥窑炉优势，推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磷石膏等大宗固废

资源化利用，每年消纳 6 亿吨以上工业废渣，同时，处置垃圾、污泥、危废等超千万吨。

下一步，在推动原料替代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强化产业间

耦合，在保障水泥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含钙资源替代石灰石比重，加快低碳水泥新品

种的推广应用。二是加快提升建材产品固废利用水平，支持在重点城镇建设一批能效水平

较好的水泥窑、墙体材料隧道窑无害化协同处置固废项目。三是推动建材产品减量化精准

使用，加快发展新型低碳胶凝材料。

八、为什么提出转换用能结构的重点任务？怎样落实这一任务？

用能优化是建材行业碳达峰的保障。建材行业多采用窑炉生产工艺，目前仍以化石燃料为主，

燃料燃烧过程不可避免产生碳排放，据统计，燃料燃烧过程排放约占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30%以上。减少煤的使用，充分挖掘清洁能源的“煅烧价值”，将助推建材行业碳减排实现。

近年来，建材行业积极探索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应用，部分骨干企业充分利用余热发电、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多种新能源，力争打造“零外购电”试点企业。下一步，在转换用能

结构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加大替代燃料利用比例，提高水

泥等行业燃煤替代率。二是加快清洁绿色能源应用，有序提高天然气和电的使用比例，引

导建材企业积极消纳可再生能源。三是引导企业加强能源精细化管理，提高建材行业能源

利用效率水平。



九、为什么提出加快技术创新的重点任务？怎样落实这一任务？

技术创新是建材行业碳达峰的动力。为兼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碳达峰目标如期实

现，需要全社会、全行业、全产业链加快技术进步，突破关键技术，推广适用技术，实现

系统变革，推进动力变革。

近年来，建材行业涌现出大批绿色低碳技术，如水泥行业低阻旋风预热器、高效烧成、

高效篦冷机、高效节能粉磨等节能技术装备，玻璃行业浮法玻璃一窑多线等技术，陶瓷干

法制粉等技术，提升了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下一步，在加快技术创新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要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加快研发重大关键低碳技术，增强节能降耗技术支撑。二

是加快推广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提升建材企业节能降耗水平。三是加快推进建材行业数字

化转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行业节能降碳。

十、为什么提出推进绿色制造的重点任务？怎样落实这一任务？

绿色制造是建材行业碳达峰的要求。建材行业要结合破碎、均化、配料、成型、煅烧

等生产过程工艺特点，着力于过程低碳化、产业循环化、产品绿色化等重点方向，促进行

业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化转型。

近年来，建材行业围绕“对标找差距、技改上水平”，明确标准路径，加快重点行业绿

色低碳技改行动，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特别是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开展了绿色

建材下乡活动，促进了绿色建材生产和消费。下一步，在推进绿色制造方面，《实施方案》

提出要重点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强化建材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构建高效清洁生产体

系。二是构建绿色建材产品体系，推进标准体系建设、产品认证等相关工作。三是培育绿

色建材骨干企业、产业集群，开展绿色建材下乡等活动，促进绿色建材与绿色建筑协同发

展，加快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



十一、如何保障《实施方案》有效落实？

《实施方案》重点从管理、政策、标准、宣传等四个方面推动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大型建

材企业带头表率，多方合力共同推进建材行业碳达峰。二是加大政策支持。严格落实水泥

玻璃产能置换等产业政策，在市场、金融、电价、环保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管理，强

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建立完善的政策管理体系，促进建材行业节能减排。三是健全

标准计量体系。充分发挥计量、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对行业碳达峰工作

的支撑作用，完善碳排放核算、计量体系，制修订碳排放、能耗限额标准，推进新技术、

新工艺、新装备的标准制定，推动绿色用能评价体系，形成碳减排技术指南，有效指导企

业实施碳减排行动。四是营造良好环境。充分调动建材全行业积极性，整合各方资源，形

成绿色低碳发展合力，共同促进建材行业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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