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6日，在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同期举行的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暨第十三届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峰会上，“中国企业碳中和贡献力
（CCC, Chinese Enterprises Carbon Neutrality Contribution）研究报告暨 50 强
榜单”发布。 这是继 2021、2022年后连续第三年发布能源企业碳中和贡献力
榜单。 此外，结合过去一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追踪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重
点管控行业及投资者的关注重点，同步发布“出口型企业”“上市公司”两个
特征性榜单，这一些列的活动，引起了众多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企业势必在碳中和进程中发挥重要贡献力，拥抱碳中和的新机
遇，强化企业发展的新动能；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有利于形成低碳产业
集群，低碳技术研发和产品的制造创新，也必将对全球形成贡献力。

本次榜单由中国能源报社、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数字双
碳研究院与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联合研究编制。 榜单分企业特征、多维
度评价中国企业碳中和贡献力、行动力，旨在为更多中国企业在碳达峰
碳中和方面提供工作方向借鉴，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工作部署力度。

一 、能源企业碳中和贡献力榜单

研究团队延续 2022 年的标准， 提出碳中和贡献力的六个维度指
标：碳源减排和碳汇吸收贡献力 C1、企业碳中和行动方案贡献 C2、企
业减排技术贡献 C3、企业碳金融贡献力 C4、企业数字双碳贡献力 C5
及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力 C6。 结合过去一年国际国内形势，为贴合最新
低碳发展趋势，更全面评价能源企业碳中和贡献力表现，对评价指标
体系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优化调整。 首先，将原来碳数智化平台从指
标层提升为第六个准则层评价维度， 以此评价企业数字双碳贡献力；
其次，新增减排潜力、绿色权益交易、数字化生产节能提效、公司治理、
生态协同、碳技术标准贡献、试点建设等 7 项指标并修订权重，对能源
企业碳中和贡献力进行评估。

相较 2022 年，2023 年榜单 50 强中 23 家企业排名上升，归属于“特
优”评级企业数目由 11 家升至 14 家。

传统能源行业 2023 年发展强劲， 传统能源行业入围 25 家， 相较
2022 年增加 7 家，占比 38.5%，位列第一；新能源行业入围 21 家，相较
2022 年未变化，占比 32.3%，位列第二；能源产业链入围 19 家，相较 2022
年下降 1 家，占比 29.2%。

针对 50 强企业，研究团队对其碳中和贡献力开展整体分析，得到一
些差异化特点和普遍优势。 以体量划分，发现上榜企业营收水平与碳中
和贡献力有一定正相关性；分行业看，三个行业整体差距不大，新能源
行业碳中和贡献力较传统能源和能源产业链行业稍微领先；从企业性
质看，50 强中国有企业 37 家，民营企业 13 家，国有企业立“双碳”工作
标杆，民营企业整体碳中和表现力优异；分地域看，各区域碳中和贡献
力水平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 50 强占比优势明显。

在 50 强基础上，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了榜单前 10 企业的特点：
（1）位列榜单前 10 的企业中，电力企业占比 50%，分别有中国华电、国

家电网、中国华能、南方电网及三峡集团，电力企业在碳源减排和碳汇吸
收、碳金融、数字双碳方面普遍表现突出。 碳减排水平方面，电力央企通过
发展清洁能源、优化电力结构的方式为减排作出了很大贡献。碳金融方面，
电力企业碳资产交易、绿色权益交易、碳融资指标普遍表现优异。碳数智化
平台方面，华电集团利用区块链技术建设碳核算管理、碳交易管理等全链
条碳管理平台，实现智能化管理。

（2）传统能源企业，以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为代表，各方面的碳中和贡
献力非常亮眼。传统高碳排放行业的节能减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十分
关键。 碳减排方面，两家企业不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探索
资源高效利用途径、积极开发绿色低碳技术，取得显著成果。 减排技术方
面， 两家石油企业基于行业特点， 聚焦清洁能源和绿色燃料发展， 创新
CCUS 技术。

（3）新能源及能源产业链企业，以通威集团、隆基绿能、协鑫集团和晶
科能源为代表，在企业碳中和行动方案贡献力、企业减排技术贡献力方面
均有商上佳表现。 行动方案方面，企业率先加入“科学碳目标”（SBTi）全球
倡议，参照科学碳目标（SBTi）的标准制定减排目标，产品碳足迹认证推动
绿色供应链发展。减排技术方面，企业积极研发光伏发电关键技术，在颗粒
硅、钙钛矿等黑科技领域独具特色，建成光伏发电标杆项目，对能源结构调
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4）综合型能源企业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代表。作为前 10 强榜单中的综
合型能源企业，为实现“双碳”目标，国家能源集团在传统高碳排放行业的
节能减排和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均有优异表现。 在减排技术方面，基于行业
特点，积极开展碳减排核心技术布局和清洁能源布局。

研究报告提出关于能源企业提高碳中和贡献力建议：
（1）制定详细行动方案，强化减排技术创新
“双碳”行动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明确方向和目标，使企业能清楚了解自

身在碳减排方面的任务和责任，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双碳”的全
球趋势和政策导向。明确的“双碳”行动方案将为企业设定的具体减排目标
和时间表提供现实依据，使企业能有序实施相关减排措施。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国家碳减排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碳
减排措施。 措施应该具体、可行，并且能够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匹配。 碳减排
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统筹考虑企业的各个业务领域和技术布局。 除了
在核心业务领域碳减排，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等方式，全面推
进碳减排工作。 另外，可以加强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竞争力，赢
得投资者、消费者和政府的认可。

（2）加速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低碳发展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的闭

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
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能源企业需要投资适当
的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包括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等。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实现智能化和自动
化的运营管理。

企业应努力打破数据壁垒，建立数字化数据共享和分析平台，实现数
据的全面共享和流通，这有助于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技术
底蕴雄厚、 资金实力强大的能源企业可以组建专门的数字化公司或部门，
负责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和实施。 通过数字化管控，可以实现对碳排放全流
程的实时监测和管理，全面推进“双碳”目标实现。

（3）推进供应链减排，赋能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
供应链减排对“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

手段之一。通过优化供应链，减少碳排放，企业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碳减排
目标，促进行业转型和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
可持续发展。

供应链减排能够综合考虑整个产业链的碳排放，涵盖不同环节的碳减
排潜力。 实现全供应链降碳需要各环节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通过优化供
应链中的每个环节，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实现全产业链的碳减排目
标。企业应与供应商、物流公司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减
排计划和目标。 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采用更加高效节能的设备，
减少碳排放。 通过供应链降碳，企业可以鼓励和推动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采
用更加环保、低碳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促进整个行业向低碳发展转型。实现
供应链的低碳化不仅有助于企业达成碳中和目标，还能提高企业的形象和
品牌价值，满足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推动行业转
型和可持续发展。

（4）强化碳资产管理，推动碳金融创新
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可以通过绿电、绿证、CCER 等绿色权益市场机制，将可再生能
源的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这些机制可为企业提供额外的收入来
源，同时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碳资产管理
体系，包括对碳排放数据的采集、监测和报告，以及对碳资产的评估和管
理。 这有助于企业了解碳资产的价值和风险，并为碳交易和碳金融创新
提供数据支持。

同时，企业可以参与碳交易市场，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抵消市场。通
过买卖碳排放权或参与碳抵消项目，可以实现碳减排目标，并在碳交易市
场中获得经济回报。 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金融机构应重视碳金融风险
管理，包括碳资产的评估和风险防范。随着碳排放成本上升和碳市场发展，
碳金融风险可能成为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重要因素。

（5）积极开展关键低碳技术创新，支撑碳中和目标实现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背景下，科技创新正加

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当前，工程科技创新呈现出智能技
术与各技术领域加速融合、数据资源成为工程科技的关键要素、绿色低碳
成为工程科技发展新引擎等趋势。 新形势下，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工
程科技创新。 “双碳”时代，世界经济从过去的资源依赖型进入到未来的
技术依赖型，不仅仅是应对气候挑战、减少灾害，也需要在区域风、光能源
互补上形成国际的紧密合作。

为更好地解决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需强化科
技创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强大动力，尤其是必须以关键技术的重
大突破支撑实现碳中和。

二、碳中和贡献力特征性榜单

除能源企业外，本次报告将出口型企业、上市公司两个特征性企业
纳入予以量化评估对象， 并建立两类企业的特征性贡献力评价模型，将
其碳中和贡献力予以量化，在主榜单外推出出口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特征
性榜单。

（一）出口型企业碳中和贡献力榜单
2023 年 5 月 17 日，CBAM 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CBAM 将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生效，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所有的欧盟进
口商需要报告钢铁、铝、化肥、水泥、氢、电力行业的产品温室气体排放。
2023 年 6 月 14 日，欧洲议会批准临时协议，7 月 10 日，欧盟理事会正式
通过《新电池法规》。 《新电池法规》对 EV 电池、LMT 电池、可充电工业电
池 (2KWh 以上) 提出“碳足迹”要求并要求附上声明和标签。出口型企业
碳中和贡献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是在能源企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
合国际国内对于出口型企业的碳管控要求进行去粗取精， 得出最终评价
指标体系。

以受“碳关税”出口影响大、已经布局低碳技术及行业分布选取代表性
出口型企业，从评价结果看，中国宝武、美的集团及海螺集团表现亮眼。
分析显示，10 强出口型企业碳中和贡献力表现为： 国有制造企业主动
发力，带动行业“双碳”发展；绿色投资方向明确，深挖碳金融潜力；积
极发布行动方案，统筹规划集团“双碳”未来；借力数字技术，信息化辅
助企业低碳治理；生态协同发展不均，供应链减排有待提高。

（二）上市公司碳中和贡献力榜单
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减

排行动。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全社会包括资本市场逐渐重视企业
的社会责任表现，ESG 已成为评价上市公司企业综合表现和指导投资者的
重要标准，影响着企业在社会和市场上的生存与竞争力。 上市公司碳中和贡
献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 是在能源企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
对于上市公司的碳管控要求进行去粗取精，得出最终评价指标体系。

以财富、影响力及行业分布选取代表性上市公司，从评价结果看，伊利
集团、海尔智家及万华化学表现亮眼。 分析显示，10强上市公司碳中和贡献
力表现为：积极践行节能减排，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绿色投资表现强劲，落
实“双碳”目标深耕绿色金融；标杆企业带头制定行动方案，企业“双碳”规
划仍需加强；国家和行业碳披露要求持续加强，企业披露工作仍需努力。

三、展望未来

碳中和浪潮下，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企业势必发挥重要作用，搭乘能
源转型快车，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排名不是最终目的，报告在丰富榜单内
容、提升解读视角、宣传多维优秀减排实践的同时，将不断拓展更多的方
向和内容，开展多线研究工作，吸引更多企业积极行动，为引导中国企业
实现中国碳中和愿景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山西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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