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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江苏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财经大学庞雨蒙研究认为，近年来江苏工业绿

色转型成效明显，如落后产能加快淘汰，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

节能降耗效果显著，资源利用率不断提升；绿色体系逐步建构，

工业绿色化稳步推进。然而，江苏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仍然存

在着低碳化能效偏低、绿色化创新滞后、数智化程度不高等问

题。对此，建议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协调工业经济区域布

局；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引领，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数

字技术场景应用，推动工业数智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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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工业绿色转型不仅是协同推进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江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动力和

加快江苏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南京财经大学庞雨蒙承

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江苏工业

绿色转型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分析当前江苏工业绿

色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江苏工业绿色转型的对策

建议。 

一、江苏工业绿色转型的基本现状 

1、落后产能加快淘汰，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近年来，江

苏加快淘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的落后生产装备，

积极引导纺织、印染、铸造、电镀等行业退出低端产能。“十

三五”期间，江苏累计压减粗钢产能 1788 万吨、水泥产能 1915

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2700 万重量箱，全省累计关闭退出化工企

业 4454 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四项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下降约 28.4%、25.8%、14%和 14.6%，碳排

放强度降低 24%左右。 

2、节能降耗效果显著，资源利用率不断提升。“十三五”

期间，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26.7%，共有 12 家企业入选

国家能效“领跑者”名单、4 家企业入选国家水效“领跑者”名

单，共计实施重点节能改造项目 332 项，实现年节能 20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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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煤，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另外，全省年综合利

用工业固废超 1 亿吨，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0%以

上，全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年销售收入超过 750 亿元，再制造

产业初具规模，年销售额超 200 亿元。 

3、绿色体系逐步建构，工业绿色化稳步推进。近年来，

江苏聚焦产业链协同、产业基础再造等关键环节，围绕钢铁、

建材、有色等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绿色工业体系不

断完善。据统计，2021 年，全省新增国家绿色工厂 25 家、绿

色园区 3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9 家、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 8 家，认定省级绿色工厂 186 家；目前，已有 283 家企

业列入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拥有国家级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 25 家。 

二、江苏工业绿色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低碳化能效偏低。从产业结构来看，江苏传统工业行

业所占比重较高，规上重工业企业占比达 60%，工业领域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省总排放量比例便高。从能耗

状况来看，江苏高耗能行业能耗占规上工业能耗的 80%，煤

炭消费占比 50%以上。2021 年上半年，江苏能耗强度降低进

度目标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预警等级均为一级预警，全

省能源消费总量超过 3 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能耗约占全社

会总能耗 70%以上，整体能源效率偏低，清洁能源供给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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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缺口。 

2、绿色化创新滞后。当前，江苏工业绿色生产方式覆盖

面不够广，重点污染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尚未完成。据调研，

在 162 家工业企业样本中，仅有 85 家企业能够实施技术改造

和设备升级，以及应用绿色低碳技术与设备；仅有 11.7%的

企业开展了绿色低碳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

技术和相关设施装备的攻关，绿色制造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

对外依赖较高，“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新型节能及新

能源材料技术、高效储能材料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足。 

3、数智化程度不高。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待

深化。调研数据显示，仅有 45.1%的企业能够依托工业互联网

平台，实现企业生产、销售、物流等业务数字化转型，24.1%

的企业能够实施设备上云和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19.1%的企

业能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大量企

业仍缺乏对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智改

数转”的人才储备不足，仅有 14.2%的企业已拥有数字化专业

人才，47.5%的企业拟培养和引进数字化专业人才，仍有 38.3%

的企业尚未考虑引进和培养数字化智能化人才。数字化智能化

人才的匮乏导致企业难以借助“智改数转”进行绿色转型。 

三、江苏工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协调工业经济区域布局。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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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遏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发展，对现存低能耗项目设置过

渡期，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和落后产品力度，积极开

发新能源、新材料、绿色智能船舶、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二是加快绿色园区建设，发挥绿色园区的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绿色工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和生态化发展。

三是优化重点区域布局，加快淘汰沿江、沿海等环境敏感区域

的落后产能，推进化工、钢铁等临港产业高端绿色化发展，并

通过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系统谋划苏南、苏中、

苏北工业发展，打造低碳工业创新集群，实现“江强海兴”“南

北均衡”。 

2、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引领，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一是

加强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对钢铁行业热装热送和连铸连扎、

纺织行业墨打印和低水位染色、水泥行业高效低氮预热分解等

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加快推广应用。二是推广新型绿色生产装

备，加大高效节能锅炉、电力变压器、风机、空气压缩机等高

效用能设备等新一代清洁高效、安全绿色生产装备的使用，并

针对重点污染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三是建设绿色工厂，从全生命产品生产周期进行把控，实现原

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从源头严

控污染排放，通过发挥绿色工厂的示范效应，推进产业链的绿

色化清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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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数字技术场景应用，推动工业数智融合发展。一

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数

字孪生等技术运用在产品设计、商品生产、市场销售等新场

景新业态全流程中，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深

度融合。二是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如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推动工业企业转变运维理

念、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提升智能化水平和能效利用率。

三是加大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培养力度，通过依托省重大人才

工程、专项培育基金、重点引育项目等，围绕江苏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系统性开展紧缺急缺数字型人才的培育；同时，

积极发挥江苏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和数字技术领先优势，深度

推进校企合作，通过鼓励“教师进企业”“员工再深造”，

加快“智改数转”技术成果转化和知识技能融合，夯实江苏

工业绿色转型的人才根基。 

 

（作者庞雨蒙，系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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