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研究

任务大纲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充分发挥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的关键支撑作用，着力培育

绿色发展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22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完

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于

2023 年就《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 年版）》（以下简称《产业目

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引导绿色产业发展，推动构建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

高效、成果转化顺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

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技术创新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一些关键

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绿色产业发展方面，一些新兴绿色产

业有待纳入《产业目录》中，部分绿色产业的细分领域有了新要求，

需进一步完善《产业目录》中的相关解释说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

仍然存在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创新活力欠佳，绿色技术创新链、科技

人才链、绿色资金链有待完善，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力度不足等问题。

本研究旨在梳理总结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现状，

系统分析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就有关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形成政策建议，为促进绿色产业健康发展、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将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有利于节能

降碳的有关产业纳入绿色产业范畴，为完善《产业目录》及相关解

释说明提出政策建议；梳理总结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展及

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政策建议；分

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的市场机制及政策环境，研究

提出绿色技术创新评价体系。

三、项目任务

（一）研究修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绿色产业主要是指积极采取绿色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

消耗、尽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节能降碳的产业。修订绿色产业指

导目录，对于完善节能降碳领域市场化机制、引导金融资本支持绿

色产业发展、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节能降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深入研究碳达峰碳中和顶层“1+N”政策体系、相关

讲话以及绿色发展相关专项规划等，梳理对绿色产业的新要求；研

究各相关部门出台的绿色产业相关界定标准，如《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绿色融资统计制度》《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等，

系统比较相关目录的异同；汇总梳理并分析各有关方面就《产业目

录》提出的意见建议；研究近年来国际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研判未

来发展趋势；总结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现状，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政策发展情况及其对绿色产业的支



持情况，分析绿色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等，研究提

出修订《产业目录》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绿色技术是指通过传统能源清洁利用、节能增效、新能源利用

和温室气体捕集利用封存等实现减碳、零碳和负碳效果的有关技

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有利于完善节能降碳领域技术创

新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节能降碳转型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研究将围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支撑技术、低碳与零碳工艺流

程再造技术、城乡建设与交通低碳零碳技术、负碳及温室气体减排

技术等若干绿色技术重点方向，深度调研国内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

应用的成效进展；结合“双碳”工作对绿色技术的需求，分析当前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在前沿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成果转化应用、

人才培养、资金支持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政策环境，重点关注绿

色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发展面临的障碍、存在的不足；在调研国内外

绿色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情况和分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环境的

基础上，研究提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

政策建议。

（三）研究绿色技术创新评价

科学权威的绿色技术创新评价是完善绿色产业发展市场化机

制、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

本研究将梳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现状，总结关键影响

因素；归纳当前国际上先进的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与国内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提出我国完善绿

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的可行措施。基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

状，研究提出绿色技术创新评价体系，并形成相关政策建议。

本项目各项目形成的政策建议，将以支持性政策为主，有利于

提高绿色产业发展水平、有利于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有利于构

建绿色技术创新评价机制，有利于促进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能力水

平，不会对下游环境与社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将

充分征集和吸收市场主体及社会公众的相关政策建议，进一步增强

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四）开展环境与社会效益评估

对本项目各任务相关政策建议可能产生的下游环境与社会效

益和影响进行评估，并针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提出缓解措施和办法。

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活动性质和内容进行恰当的公众参与，并将评

估和公众咨询结果反映到研究成果中。

四、项目产出

本项目成果产出包括：

研究报告 3 份

1.《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报告》

2.《我国绿色技术发展现状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情况研究

报告》

3.《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研究报告》

政策建议 2 份



1.修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 年版）》的政策建议

2.制定《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和评价体系》的政策建议

五、进度要求

1.自合同签署日起 1 个月内，召开项目启动会，并提交中文版

《启动报告》。

2.自合同签署日起 2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我国绿色产业发展

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报告》、修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

年版）》的政策建议。

3.自合同签署日起 3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我国绿色技术发展

现状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情况研究报告》、《绿色技术创新引导

机制研究报告》、制定《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和评价体系》的政

策建议。

4.自合同签署日起 5 个月内，提交上述成果产出主要内容的英

文版。

六、项目预算

本项目合同预算不高于 12 万美元。

七、承担本项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二）具备从事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相

关业务能力，具有从事上述领域的专家及从业人员；

（三）近 5 年内在节能降碳等领域承担过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

相关课题研究或项目咨询业务。



对于咨询方专业人员的要求如下：

项目团队应具有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研究等相关工作背景及

工作基础。

项目负责人应至少具有节能降碳等领域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曾承担或参与完成降节能碳等领域国家级政策研究、工程咨询

或技术评估项目，熟悉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要求。

相关领域专家中：

能效技术和能效政策专家不少于 3 人，至少具有 5 年以上从事

节能降碳领域政策或工程咨询经验，熟悉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技术

创新相关政策要求。

绿色金融专家不少于 1 人，至少具有 2 年以上从事节能降碳等

领域绿色投融资政策研究或咨询经验，熟悉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技

术创新相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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