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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 

一、 国家人民政府 

2022 年 06 月 09 日 

发挥资金、税收、政府采购等协同作用——财政支持“双碳”瞄准六

领域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近日，财政部

印发《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作为构建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的其中一项，《意见》是财政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相关重大决策部署的顶层设计文件，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保障方案。 

《意见》明确支持六大重点方向和领域，包括支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支持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创

新和基础能力建设、支持绿色低碳生活和资源节约利用、支持碳汇能力巩

固提升、支持完善绿色低碳市场体系 

为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的支持引导，此次《意见》提出不少亮点举措，

比如首次提出适时引入有偿分配，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等。“资金

政策既着力强化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又强调健全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

制，这有助于通过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化、多元化投入的合力，推动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表示。 

《意见》还明确了主要目标时间表：到 2025 年，财政政策工具不断

丰富，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初步建立，有力支持各地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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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2030 年前，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推动碳达峰目标顺

利实现；2060 年前，财政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成熟健全，推动碳中

和目标顺利实现。 

“有必要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樊轶侠建议：一是落实相关税收政

策，建立健全推进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加快梳理现有资金政策，

明确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资金投入渠道，将各重点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

相关工作任务纳入支持范围，争取形成中央和地方资金使用合力，并加强

政策工具的联动性，共同瞄准支持“双碳”目标的各个关键环节和关键领

域；三是通过制度引领低碳技术创新，建立有效的技术创新成本回报机制；

四是创新基于支持“双碳”目标的政府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包括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在内的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 

二、国家生态环境部 

2022 年 06 月 08 日 

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调整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决策部署，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针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部分重

点排放单位因疫情影响造成的煤质分析样品送检难、现场核查难等实际情

况，现对《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报送通知》）部分任务要求进行调整，推动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延长 2021 年度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查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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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 

《报送通知》要求，各地应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对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 2021 年度排放报告的核查、确定并公开 2022 年度重点排放单

位名录等工作。考虑到新冠疫情影响，各地可延至 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

上述工作。 

（二）、调整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相关参数取值方式 

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021、2022 年度碳排放相关参数的取值方式

按照以下情形作出调整： 

（1）元素碳含量年度实测月份为 3 个月及以上的重点排放单位，可

使用当年度已实测月份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替代缺失月份数据。 

（2）元素碳含量年度实测月份不足 3 个月的，缺失月份燃煤单位热

值含碳量使用缺省值。该缺省值由《报送通知》规定的 0.03356 tC/GJ 调

整为不区分煤种的 0.03085tC/GJ。缺失月份燃煤低位发热量可依序按入炉

煤、入厂煤或供应商煤质检测结果取值。 

（三）、扎实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1）加大政策宣贯和培训力度。各地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和解读，确

保发电行业每一家重点排放单位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

的相关问题，请及时向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反馈。 

（2）指导重点排放单位做好排放报告调整。组织需调整 2021 年度排

放报告的重点排放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通过环境信息平台申请

报告退回，并按要求修改相关信息后重新提交 2021 年度排放报告。 

（3）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碳排放数据日常监管，对查

实存在元素碳含量数据虚报、瞒报的重点排放单位，在问题处置及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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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燃煤单位热值含碳量仍采用 0.03356 tC/GJ 的高限值。 

联系人：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刘文博、张保留 

电话：（010）65645641、65645640 

三、国家统计局 

（一）2022 年 06 月 10 日 

2022 年 5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4% 环比上涨 0.1% 

2022 年 5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6.4%，环比上涨

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9.1%，环比上涨 0.5%。1—5 月平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8.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10.8%。 

1、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31.6%，化工原料类价

格上涨 10.5%，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9.5%；黑色金属材料类价

格下降 0.5%。 

2、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0.4%，化工原料类价

格上涨 0.2%，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0.1%；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

格下降 0.2%。 

 

环比涨跌幅 

（%） 

同比涨跌幅 

（%） 

1-5 月同比涨

跌幅（%） 

燃料、动力类 0.4 31.6 31.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1 37.2 48.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3 47.8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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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9 34.0 33.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1 9.7 8.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1.4 1.6 

（二）2022 年 06 月 10 日 

2022 年 5 月份 CPI 环比转降 PPI 涨幅继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 2022 年 5 月份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董莉娟进行了解读。 

1、CPI 环比下降，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5 月份，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CPI

环比转降，同比涨幅保持稳定。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4%转为下降 0.2%。非食品中，国际油

价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上涨 0.6%。 

从同比看，CPI 上涨 2.1%，涨幅与上月相同。非食品中，汽油、柴

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7.6%、30.1%和 26.9%。 

 2、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继续回落 

从环比看，PPI 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国际原

油价格震荡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价格上涨 1.3%，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 0.9%。随着各地安

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多措并举保障煤炭供应，强化市场预期管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由上涨 2.5%转为下降 1.1%，煤炭加工价格上涨

0.7%，涨幅回落 8.6 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PPI 上涨 6.4%，涨幅比上月回落 1.6 个百分点。主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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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价格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37.2%，回落 16.2 个

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 34.0%，回落 4.7 个百分点；价

格涨幅扩大的有：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涨 22.0%，扩大 1.3 个百分点；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上涨 9.7%，扩大 0.4 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1.3%，是 2020 年 9 月份以来同比首次下降。 

第二部分 省级层面 

一、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06 月 07 日 

山东发布《2021 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一）2021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2021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

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十四五”起步之年良好开局。 

大气环境方面。全省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

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一氧化碳（CO）浓度分

别为 39、72、11、29、166μg/m3 和 1.2mg/m3。PM2.5 浓度连续两年保

持两位数改善，首次进入“30”时代，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六成，青岛、

烟台、威海、日照 4 个城市全面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浓度限值，

较 2020 年增加 1 个城市。 

（二）主要工作措施 

1、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 

一是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全省确定 320 家符合条

件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纳入履约管理。圆满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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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清缴工作，共清缴配额 11.52 亿吨，履约量 99.82%，累计成交额占全国

的 58.14%。二是省生态环境厅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等部门印发《关

于支持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发展的意见》，支持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展气候

投融资试点。三是组织开展涉消耗臭氧层物质经营活动企业备案工作，加

强消耗臭氧层物质监管，推动青岛市制冷维修行业 HCFCs 淘汰城市示范

项目。四是积极筹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目前

已建成。 

2、深入开展生态环保督察 

一是开展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同步对枣庄、济宁、泰安、

菏泽市开展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通报 32 个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典型案例，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25845 件，截至目前，已办结 25491

件，其他 354 件已阶段办结。二是全力保障中央对我省开展第二轮第四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察期间交办我省的群众信访举报件 7106 件，

截至目前，已办结 6813 件，其他 293 件已阶段办结。三是对照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的督察报告，我省印发《山东省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任务清单》，将督察报告分解为 66 项具体问题，逐一明确责任

单位、督导单位、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目标。 

2017 年以来，全省累计核发排污许可证 3.3 万余张，25 万余家企业

完成了排污登记，我省正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

管制度体系。 

一是着力提高排污许可管理工作质量。组织开展执行报告、排污许可

证质量审核工作，2021 年执行报告年报提交率已达到 100%，2021 年以

来，全省累计完成许可证质量审核 17738 张，完成现场核实 16426 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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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组织各市开展涉气、涉危废及化工园区企业排污许可管理专项检查，线

上筛查或现场核实企业数量达到 1.8 万余家。 

二是推进建立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强

化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执法联动 建立“一证式”监管机制

的意见》，明确了排污许可与环境准入和证后监管环节衔接、排污许可证

审批程序规范化、排污许可数据化衔接等工作要求，探索构建排污许可源

头质控把关、过程精密控制、全程监管执法的全流程管理体系，为建立以

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目前，烟台、

滨州两市已列入国家排污许可试点。 

三是推进落实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2021 年以来，省生态环境厅

采取现场授课、线上培训等方式，对企业开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

关政策要求培训指导，让企业应知尽知“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政策要求。

强化帮扶，将排污许可证申领办理时限由 30 个工作日压减到 20 个工作

日，各市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压减首次申领办理时限。 

我省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办

法，对于这项创新工作举措，请问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我省是二氧化碳排放大省，由于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排放

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全省“两高”行业企业数量多，是二氧化碳排放

的主要来源，抓住了“两高”项目，就是抓住了碳排放的“牛鼻子”。《替

代办法》要求，新建“两高”项目的新增碳排放量需由其他途径落实替代

源，替代源的碳排放量按行业确定 1.2 倍或 1.5 倍的替代比例。作为山东

省区域性的政策，新上“两高”项目的替代源，必须是山东省行政区域内

形成的碳排放削减量，目的就是确保我省“两高”项目碳排放总量只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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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完成腾大笼子换新鸟、小鸟、俊鸟的过程。对于那些积极技改、不断

提升生产效率的企业来说，《替代办法》的出台，不仅不会挤占企业的生

存空间，还会进一步提升企业优势，增强竞争力。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

的。此次《替代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没有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的政策空

白，使“五个减量替代”的拼图更为完整，是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同时也为通过碳排放量倒逼

“两高”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山东方案，必将有力推动我省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出台落实《替代办法》的具体措施，探索建立碳

排放量收储机制，为企业服务、为政府分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服务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部分  市级层面 

一、临沂市工信局 

2022 年 06 月 08 日 

2022 年临沂市工业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拟认定企业公示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临沂市工业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工信局组织开展了 2022 年临沂市工业企业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申报工作。经企业申报、县局推荐、专家论证等

程序，确定了拟认定企业。现将名单予以公示。 

临沂市阳光热力有限公司位于公示名单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