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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打好绿色转型整体战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

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打好绿色转型整体

战、推动宁夏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不断强化源头治理、深度治理、综合治理和

精准防控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美丽新宁夏。

一、宁夏打好绿色转型整体战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现阶段，宁夏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经过长期努力，

宁夏绿色转型工作取得较大成绩，但生态环保领域问题依然突

出，点多面广、矛盾新旧交织、压力累积叠加，结构性、根源

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当前，宁夏绿色转型整体战正

处在标本兼治、爬坡过坎的攻坚期、转型期，面临一些问题与

挑战。

（一）产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宁夏作为国家重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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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和煤化工基地，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长期在

80%以上，电力、煤炭、化工、冶金、有色等高耗能行业占比

接近 70%，碳排放强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电耗

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4倍、2.6倍和2倍。2022年，全区

平均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为1.97吨标准煤/万元，较

2021年增加3.6%，平均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煤炭消费量为3.83

吨/万元，较 2021年增加 4.3%，均有所上升。当前，宁夏部分

产业链条短，多为原料生产、初级加工等，处于产业链供应链

的初级、低端阶段，又面临科技创新力量不足、缺乏核心技术

和自主创新能力等的制约，产创融合度较低，绿色溢价高，产

业转型升级任务重。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

用相对滞后，“倚能倚煤”情况仍然存在，导致能源消耗大、碳

排放强度高。2022年，全区能源消费总量为 8679万吨标准煤，

其中煤炭占比79.4%，较2021年减少1%，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

占比 13.2%，较 2021年增加 1.1%，能源消费结构略有调整，但

幅度不大。2023年，全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592.67亿千瓦时，

较 2022年增长 15.3%，但可再生能源发电仍然面临着发电成本

高、技术难度高、储能难等问题。

（三）生态系统脆弱。宁夏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域，三面环

沙，气候干旱且少雨，是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地区之一，人均

水资源占有率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全区86%的地域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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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0毫米以下，不足黄河流域的三分之二、全国的一半。森

林覆盖率低，水源涵养功能总体不强，荒漠化土地面积大约占

总面积的一半，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和沙化较为严重。水资

源的短缺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使得宁夏生态建设难度大，生

态环境恢复能力弱，加之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对环境造成了

较大压力，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仍需付出较大努力改善和治理

生态环境。

二、宁夏打好绿色转型整体战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构建绿色清洁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全面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减排、长远和当前，立足以煤为主的区

情，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供给消纳体

系，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围绕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建设，推动形成能源生产清洁主导、能源使用电能主导的绿色

低碳发展格局。全力打造宁东“绿氢产业示范基地”，以点带

面，推进绿能开发、绿氢生产、绿色发展，增加清洁能源的比

重，推行新旧能源有序替代。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围绕国家“沙戈荒”、“宁湘直流”配

套等大型光伏基地项目，深入拓展电能替代，推动煤电节能降

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提升终端用能低

碳化、电气化水平。加大优质生物质能的生产、供给并提高其

能效，推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创新，着力夯实

能源供应基础，有效保障能源安全。减少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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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逐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推动

能源双控逐步向碳排放双控转变。

（二） 优化升级绿色智能高端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绿

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坚持以转型升级和降碳增效为核心，

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

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严格控制钢铁、化工、水泥等主要用煤行业煤

炭消费，提高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占比，

重塑产业形态，推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以“工业及制

造业双倍增行动”为契机，推动高性能金属、储能材料、硅

基材料等中高端产业链建设，增强主导产业引领带动作用，

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叫响“中国氨

纶谷”、“中国新硅都”称号。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广泛运用

绿色环保新技术、节能降耗新工艺，提升全产业链清洁化程

度。实施存量项目节能降碳改造，保障绿色低碳产业能耗指

标，严格执行绿色低碳生产强制性标准。鼓励企业实施智能

改造、绿色改造，推广绿色设计、绿色生产和绿色管理，提

高产品能效和资源利用率，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

（三） 开展多领域多环节污染协同治理工作。加快推进资

源节约利用，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强化源头管

控、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持续开展绿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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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园区建设，推进工业园区余热余压回收、再生水回用、废渣

资源绿色化改造，拓展资源利用空间，推动企业间废弃物交换

利用和固废多元化处理、绿色化改造及资源化利用。推进水循

环利用、重复利用等节水技术改造，聚焦工业污水减量排放、

截污纳管、处理达标 3个环节，深化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加

快推进企业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集中全处理，提升工业

用水效率。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巩固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

坚持水污染治理、水流量增加、水源地保护“三管齐下”。树

立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实施引黄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改

造，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发展节水型农业、牧业、渔业。巩固

农业化肥施用量零增长、农药使用量负增长成果，全面杜绝面

源污染。

（四）促进人才科技金融助力绿色转型发展。发挥人才、科

技、金融等多维度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的优势力量，全方位高质

量推进绿色转型整体布局与实施。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

挥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作用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作用，引导和支

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及人才培养，

巩固深化东西部科技合作成效，与国家大院大所、发达地区创

新主体深入开展交流合作，创建“飞地”合作机构。加强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衔接，推动企业采用绿色低碳技术和工艺，

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推动绿色低碳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加大金融对绿色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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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等业务，开发以碳汇、碳排放额

等为核心的金融产品，扩大绿色信贷投放，通过调整内部资金

转移定价等方式引资金配置，合理降低企业绿色发展项目融资

综合成本。发挥金融科技作用，鼓励金融机构根据重点行业碳

达峰路线图，加强对上下游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五）宣传推广文明集约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开展绿色

低碳宣传教育，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引导群众增强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意识，推行低碳主义、

节俭主义，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全面推进

绿色生产生活行动，坚持创新驱动，提高技术水平，优先增加

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减

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整治过

度包装，鼓励回收利用。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推动用水方式

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统筹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设，推进新型

城市基础设施向节能、绿色、低碳转变。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

功能完善工程，打造生态城市。加快更新建筑节能标准，推动

适宜宁夏气候特征的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引导建筑供暖、

生活热水等向电气化发展，有效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绿色农

村建设和节能改造，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加强农村电

网建设，提升农村用能电气化水平。科学推进城市绿色交通建

设，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提高绿色交通的可达

性和便利性。发展智能运输，加快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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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绿色低碳的配送模式，打造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积极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交通方式。

（执笔人：宁夏社会科学院　王宇恒　自治区党委政策研

究室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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