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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镇江的绿色足迹
——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十件大事

镇江，是一座江河交汇的城市，依江而建、因江而兴，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自2012年成为全国低碳试点城市以来，镇江
对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试点到示范、从理念到实践、从制度到风尚的转变，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力产业
转型提档、动员全社会节能减碳，生态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双碳”沃土在此厚植。

回望十年“碳”路，我们选出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十件大事，印证低碳镇江的绿色足迹。

1.习近平总书记称赞“镇江低碳工作做得不错”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时，专门听取镇江低

碳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汇报，观看低碳城市建设管理云平台演示，称
赞“镇江低碳工作做得不错，有成效，走在了全国前列”，希望“继续努
力，为全国生态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殷切寄语“镇江很有前途”。

全市上下牢记总书记谆谆嘱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发
布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实践，在向“绿”而行的道
路上不断破题、解题、答题。低碳试点十年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90.7%，全市单位GDP能耗下降37.7%，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
降50.4%，PM2.5年均浓度下降50.3%，优良天数比率上升19.8个百
分点，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和碳排放强度大幅降
低“三个同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力破“化工围江”
曾经“靠江吃江”的产业布局，一度令镇江遭遇“重化围城”的

困扰。“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治理污染，全面取缔长江水上过驳作业，1个省级园区
被取消化工园区定位，累计依法关停化工企业500多家。如今，企
业数量已锐减80%以上的镇江化工产业，逐渐迈向绿色高端，质效
提升明显，应税销售、税收分别较2016年增长1.75倍、4倍。

3.创新打造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大数据平台
自成为全国低碳试点城市以来，镇江先行先试、敢作敢为，很

多举措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开创先河。城市碳排放核算与管理平
台便是全国首创。近年来，碳平台持续优化升级，打通了碳排放数
据壁垒，激活碳排放数据价值。

今年，碳平台开通企业端，深入企业的车间、工段、设备，实时追
踪、分析能源流、碳排流，同时为企业提供可视化分析界面。截至目
前，碳平台共计接入全市2601家规上企业用能数据，其中102家重
点碳排放企业实现用能数据的采集、动态监测分析和碳资产管理。

4.十年“低碳行动”绿色潮流涌动
十年来，全市每年都项目化开展低碳行动，涉及交通、建筑、碳

汇建设、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透过一年年行动的实施，一个个项
目的完成，“低碳镇江”从最初的制度设计变为人人参与的社会风尚。

今年，我市印发了《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构建“八大体系”，分别是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体系、低碳高效产业结构体系、低碳安全能源利用体系、绿色低碳交
通运输体系、低碳城乡建设发展体系、低碳技术创新应用体系、生态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体系、绿色低碳转型配套体系，为我市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绘制了路线图、施工图。

5.聚力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我市聚力培育高含绿量、高含技量、高含金量的“四群八链”新

兴主导产业，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四大产
业集群实现应税销售收入 3969.2亿元，八条重点产业链实现应税
销售收入3245.8亿元。与此同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培
育企业创新主体，截至 2022年底，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339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28家，
国家和省级研发机构达到446家。

十年来，我市严格落实能耗“双控”，全市累计压减水泥产能
508万吨、钢铁产能 60万吨，淘汰电镀产能 10.4万吨、焦炭（碳素）
产能95万吨、铸造产能2.2万吨。同时推行绿色用能，深入推动生
产方式转变，全市累计实施清洁化、低碳化、循环化改造项目 229
个，节能量70万吨标准煤，减排186万吨二氧化碳。

6.发挥资源优势打造省级抽水蓄能电站集群
抽水蓄能具有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等

作用。“十四五”是碳达峰，也是抽水蓄能发展的关键期和窗口期，
作为抽水蓄能电站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我市抓
住机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造省级抽水蓄能电站集群。

目前，句容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加紧推进，预计明年10月第一
台机组投产发电。列入规划布局的还有句容石砀山、韦岗青山湖、
韦岗永兴坝等3座共5个点位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储能总规模可
达640万千瓦。

7.创新举办国际低碳大会
2016年，首届国际低碳大会在镇举行。大会以“技术创新、共

享低碳”为主题，吸引了全球众多相关机构和企业参加，展示低碳
技术、交流低碳成果、共享低碳机遇。随后，大会每年一届，不断创

新发展，至2021年已是第五届。今年10月26日以“绿色转型，低碳
发展——强产业链 聚供应链”为主题的碳达峰碳中和2023金山峰
会即将启幕。

举办国际低碳大会既是创举，也是“碳”路。2016年，大会首次发
布低碳发展“镇江指数”；2017 年，大会引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并与后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大会推出《低碳城市评
价指标体系》，这是国内首个评价设区市低碳城市建设的标准……
绿色低碳建设的探索和尝试，由此得以展开、论证与落地。

8.构建“一张网”缓解电动汽车充电难
作为交通运输领域绿色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充电桩一“桩”难求的烦恼。
今年，我市印发《镇江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规划实施

方案（2023-2025年）》，明确构建“自用为主，公用为辅”的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体系，到 2025年，镇江市域建设各类充电桩累计 35700
个，其中公共充电桩约6700个，专用充电桩约1500个，自用（私人）
充电桩约 27500个，建成“适度超前、布局合理，车桩协调、充换结
合，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充换电服务网络。

9.绿色金融赋能低碳发展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构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创

新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充分动员各类社会资本投入绿色金融市
场，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在此过程中，我市出台《镇江市“金山绿金”计划行动方案》和三批
《镇江市绿色金融“名单制”工作方案》，建立“金环”对话线上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精准支持绿色金融等企业授信；创新运用“政策工具+金融
产品”，我市首笔“排污权抵押贷款”落地；利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推动辖
区内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直接减排二氧化碳3.3万吨。

10.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2021年以来，我市在8个市、区全面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

伏开发建设，阶段性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市分布式光伏累计达
102 万千瓦，其中 2021 年以来新增装机容量 48.2 万千瓦，占比
47.3%，用户侧用电“含绿量”进一步提升。

根据国家、省能源局关于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工作要求，我市提出了“科学规划，整体推进；因地制宜，景观融合；依
托市场，创新机制；规范建设，确保安全”的基本原则，在2021年10
月举行的第五届国际低碳（镇江）大会上，全市8个市、区和相关投资
主体集中签约，成为全省首个全市域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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