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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低碳试点城市，常州市近年来在低碳减排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8年常州 GDP达7050

亿元，同比增长 6.5%，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却同比下降 1.4%；2019 年常州市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五个大

气、水质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城市之一。保护生态、低碳发展、打造宜居城市，不仅是全社会的共识，更

成为常州城市精神的内在要求，“常州蓝”正逐渐成为常州又一张靓丽的新名片。

高位谋划，破解经济环保协调发展难题

常州是典型的工业城市，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攻坚阶段，产业

和能源结构偏重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面对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重、化工业为主的高

碳排放经济发展状况，常州开始觉醒，准确规划推动低碳城市建设的发展新路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贯彻于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

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构建低碳发展格局。把绿色低碳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水、能源等资源为核心，优化城镇化战略布局，构建“一纵三横”产城融合总体布局；优化建设、生态、

农业空间结构，强化湟里、雪堰、薛埠、南渡等重点中心镇建设，稳步提高城镇化率，提升城市综合服务

功能，促进产城低碳融合发展。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低碳生产体系。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坚持落

实“中国制造 2025”常州行动纲要，加速主导产业低碳化改造，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车辆及装备制造、新能

源等低碳产业，稳步发展智能电网，培育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服务业总体布局，全面提

升服务业发展，着力构建以低碳、绿色、环保、循环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不断提升服务业占比。

积极发展低碳能源，持续提高能效水平。大力推进能源革命，把发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作为调整优化

能源结构的重要抓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光伏、生物质能、储能电站项目开发，加大天然气利用力度，

积极推广热电联产、合同能源管理等高效用能模式，推广低碳、节能技术与产品。着力提高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利用量、非化石能源占比，有效压降了单位 GDP能耗。

因地制宜，打造绿色建筑低碳示范产业

常州市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是全国首个，也是住建部唯一挂牌的“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

充分发挥园区“绿色建筑产业+绿色建筑应用”双轮驱动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依托建筑在城镇化低碳发展中

的基础性地位，加快集聚绿色建筑要素资源，扩大技术、产品供给，让常州的低碳发展行稳致远。

建立国家级绿色建筑公共服务平台及绿色产业体系。依托住建部（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创

投中心及绿色建材检测中心，全力打造国家级绿色建筑公共服务平台；延伸平台上下游，成功引进中建材

应用技术研究院、北京太空板业、上海华东建筑集团、美国诺森建筑等近 180家绿色建筑领域的研发机构、

设计机构、施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总投资超过 100亿，基本实现了涵盖绿色建筑建材研发、生产、应用、

推广、金融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整合。



建立绿色建筑评价制度、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在绿建评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涵盖规划、设计、运

行的完整绿色建筑综合评价机制，对全市新建建筑进行评价，建立市级绿色建筑数据库。推广设计、施工、

验收闭合化的建筑节能管理模式与运行管理规则。对全市各类建筑进行节能“绿色评级”，并按年度进行

滚动管理，推动城市开发与建设的绿色低碳化发展。

发展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行建筑废弃物集中处理和分级利用，加快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装备的研发推广，开展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为我国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探索道路、提供经验。

目前已建成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基地，内含两条生产线，年处理建筑装修垃圾 160万吨，综

合转化利用率达 95%以上，每年可节约土地和河塘面积达 240亩。

管服并重，制度创新引领低碳发展

好的理念，需要好的规划；好的规划，需要好的贯彻；好的贯彻，依赖于有效的监管和服务。推进低

碳城市建设，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尤为重要。

建立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机制。一是围绕碳排放达峰目标，严格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

建立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制定目标责

任考核评估办法和市（县）区碳排放核算方法，科学评估指标与任务落实情况。考核评估结果作为对各级

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二是建立碳排放存量监控体系。对全市近三

年内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 1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5000吨标准煤的法人企事

业单位，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监控。三是探索碳排放增量预控措施。将控制碳排放总量工作进展情况与

各地区新上能源项目和高能耗、高排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挂钩，实施“能评”和“碳评”联动，科学评估

项目建设的碳排放增量，统筹掌握全市新建、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概况。四是完

善统计核算方法和监测预警体系。将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统计纳入政府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相关统计报

表。定期编制全市和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建立长效协调工作机制。

完善低碳企业认定管理及奖惩制度。一是制定《常州市低碳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从企业碳排放、

能耗、可再生能源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能源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考核，对标江苏省、全国同类行业

发展水平，认定低碳示范企业。二是出台《低碳示范企业奖惩办法》，对低碳示范企业实施的低碳创建重

点工程及重大项目，按照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专项财政支持。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建针对低碳企业的

市场化长效机制，通过协助企业降成本、畅通小区域内能源价格形成及调整机制等市场化手段对企业予以



支持。三是畅通低碳技术及产品推广渠道。针对低碳示范企业中应用效果较好的节能降碳技术和产品，在

行业层面、园区层面、区县层面、社会层面建立低碳技术和产品的推广示范渠道，实现低碳技术和产品由

示范试点走向行业社会。截止目前，常州共有 5项节能技术被列入《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全省

共有 17项，占比达到 29.4%。

2020 年 3 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考察时，再次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

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

流。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改善生存环境的必要举措，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符合生态文明

建设要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长远来看，绿色低碳发展惠及子孙后代，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有些人会误认为做大经济蛋糕和守住绿色生态是不可兼得的“鱼”和

“熊掌”。然而常州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充分说明，美丽与发展完全可以兼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常州在不断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加快促进碳排放达峰和大

气污染物排放达标，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