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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节能减排  

促进湖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民建湖南省委 

中国政府在2009 年11 月25 日作出了“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郑重

承诺。节能减排是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节能减排，对于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加重要意义。 

一、湖南省节能减排的现状与问题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明确节能减排是湖南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坚守的“四条底线”之一，在省委省政府

组织领导下，我省完善了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法规，突出节能减排重点，严格节能减排工作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我省节能减排

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能耗指标不断下降。 

 

目前湖南省节能减排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1、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较大，经济结构调整难导致节能减排压力大 

近年来，我省工业化加快发展，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产业耗能达到71.69%。 

湖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较快，高耗能产品的需求较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能

扩张难以完全遏制。由于各种原因，部分落后产能的企业难以进行淘汰。 

2、减排压力大，化学需氧量减排问题相对突出 

湖南污染排放水平较高，减排压力不小，化学需氧量排放问题突出。2008 年湖南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27.36%，到2008 

年底，全省化学需氧量减排只完成“十一五”目标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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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能减排改造和治理资金短缺，制约节能减排推进 

由于过去不合理的增长方式，导致我省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改造和治理资金短缺。 

4、宏观政策、管理体制不完善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支持节能减排政策还不完善；对中小企业节能减排重视不够，措施

不到位；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不顺畅的地方；部分地区环保执法不严问题仍然存在。 

5、部分重点环节、重点领域推进节能减排效果有限 

一是在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方面力度不够，效果有限；二是农村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三是工业园区盲目引入“两

高”项目；四是公共建筑节能需要大力推进。 

二、加快节能减排，促进我省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节能减排是我省两型社会建设重要内容，也是我省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应

当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2、不断完善管理机制与宏观政策 

建议将节能减排纳入湖南省“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展我省低碳产业、研发推广低碳技术、推行低碳消费，

着力建设“低碳城市”。 

不断完善节能减排的组织管理体系，对各级节能减排管理机构进行整合，强化职责、充实力量；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

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建立监测、赔偿和治理的利益机制；加强环保执法力度，建立完善企业排污举报制度，加大处罚

力度。 

理顺资源和环境价格，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利用价格机制的作用，抑制高污染、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促进符合环保要求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新技术脱颖而出。 

建议政府对能源企业节能改造每年提供一定额度税收抵免。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能源目录，对建筑物的保温隔热、高能效

生产设备、余热利用设备、太阳能、风能等项目,享受10%的投资税收优惠。对新建的节能住宅、高效建筑设备等都实行减免税

收政策，对家庭更新大型耗能设施,提供税收减免优惠。 

在金融政策上，建议加强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窗口指导。警示环保和能耗减排有问题客户风险。将企业排放和环境违法有关

信息逐步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3、建立疏堵结合的落后生产能力调控机制，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清洁生产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是我省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环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要更新思路，建立疏堵结合的落后生产能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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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制。首先，坚决取缔不符合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项目，加强全省资源开采行业管理与整合，特别要加快对使用落后生产工

艺进行资源开采企业的整合。进行资源深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其次，要防止落后生产能力的新增量，严格落实项目审批

制度，对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项目不予批准和引进。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要防止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引进，要加强全省工

业园区管理，防止恶性竞争。再次，通过技术扶持、政策引导等方式，引导落后生产能力进行资本的产业转移。 

优化调整经济结构还需要发挥我省产业优势，要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要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利用有色金

属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有色金属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依托我省一批装备制造业龙

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等；

加快培养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推进清洁生产方面，要加快我省《清洁生产法》办法制定进度。着力将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与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结合起来，

使清洁生产工作由企业层次上升到工业园区乃至一个城市或更大区域，由构建循环企业向企业群落互利共生、技术集成、资源

集成、环境集成以及信息共享的循环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把政策引导、财政扶持、法制监督与

建立企业清洁生产推行机制结合起来。使清洁生产由传统的主要以供给侧战略推行向以政府为推进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

为导向的需求侧推行模式发展，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积极性。把大中型企业清洁生产的试点、示范与加快中小企

业清洁生产的推行、实施结合起来，让清洁生产成为大多数企业通行的生产模式，同时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明确政府、企

业、社会（公众）的责任，确保我省清洁生产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4、争取中央支持，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切实加大节能减排投入 

除了要通过各种途径尽量争取中央资金支持外，建议利用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遇不断加大节能减排政府资金投入，将

节能减排作为当前“扩内需、调结构、促增长”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利用市场资金投入节能减排。如大力扶持湖南城市污水处

理等环保产业发展，发行节能与污染治理相关政府债券，大力扶持地方环保产业企业上市等。 

5、切实解决节能减排部分环节与领域突出问题 

一是要加快城市污水处理步伐。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着重解决新城区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转等重

要问题。新区开发建设不论是工业还是住宅小区、商业区一律实行雨污分流制。争取湖南所有地市级城市到十一五期末污水处

理率达到70％以上，污水处理厂运行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污水量不低于设计能力的75％，两年后不低于设计能力的90％。 

二是加快重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适用技术推广。充分利用国内外、省内外各种资源，组织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开发，重点

围绕节能、清洁生产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组织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要将适用节能减排技术推

广作为一项重要政府公共服务内容，特别针对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和广大农村养殖、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等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要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结合起来，要将节能减排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推进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方面，

降低节能改造扶持门槛，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实行相应节能减排优惠政策，着力加强技术扶持的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节能

产品政府采购力度。 

6、加强节能减排宣传 

加强电视网络媒体、公共场所公益宣传和节能减排标识标志宣传，组织好节能节庆活动，推进节能减排进社区，大力提高

全民环保与节能意识，培养环保与节约风尚。 

7、公共部门要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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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加强机关单位建筑节能工作。进行机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要求机关带头使用节能产品；建立各机关单位能耗公示制

度；要求我省夏季公共建筑空调温度在中央要求基础上调高一度。二是加强公共部门交通节能，限制大排量汽车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