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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成都市委书记施小琳提出的“整链包干、一链到
底”原则，以及“一个产业生态圈重点产业链、一个市（区）
领导挂帅、一个市（区）协同工作专班”办法，成都市推动
成立绿色低碳产业建圈强链工作推进小组，推进小组办
公室设在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充分发挥链长办统筹、协调、调
度、考核作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探索建立“一个产业规
划、一套产业发展政策、一个招商专班、一个国有平台公
司、一支产业基金、一批创新平台、一批专业产业园区、一
个产业联盟、一批会展论坛、一个专家智库”的“十个一”
工作机制。

“十个一”工作机制从规划引领、政策保障，资金赋能
等方面发力，全面促进成都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聚焦动力电池及储能、光伏、氢能、节能环

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建筑、绿色低碳服务六大重点细
分产业领域，推动出台“成都绿色低碳重点产业 25 条”政
策措施并着力推动落地见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打造论坛会展方面，2019 年，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对接，成功引进全球最大环保展主办
方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已在蓉成功举办三届中国环博
会成都展（同期举办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持续
释放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力。

第一届展会规模即在慕尼黑全球系列展的 8 个城市
中排名第四，后续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
的国际性专业环保展会。特别是第三届展会，展出面积
超 3 万平方米，专业观众超 3 万人（次），现场交易额达 35
亿元，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展出面积和专业观
众数量正增长的展会。

▶第二届中国环博会成
都展在成都举行，参展人员
正在各公司摊位参观、咨询。

为解决产业同质竞争以及承载能力限制的问题，充
分发挥各方优势，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加速推动区域协同
合作。

推进省内跨市县协作，携手“一市三州”（攀枝花市、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促进互利共赢。依托成都在科
研、制造、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一市三州”在清洁能
源、矿产资源开发和绿色光伏、储能、氢能资源利用等方
面优势，积极探索“研销在成都、共建产业链、绿电齐共
享”的跨区域合作模式，协同推进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
量发展，相关协议已于 2022 年 5月 30日签署。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与“一市三州”开展产业
项目合作，目前，已签订涉及光伏制造应用、氢能产业、大
宗固废综合利用等绿色低碳领域产业合作项目 14 个，总
投资共计 744.8 亿元。据了解，成都市正在推进与“成德

眉资”、遂宁、宜宾在绿色低碳产业方面开展合作。
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联动，建设“成渝电走廊”“成渝

氢走廊”。打造“成渝电走廊”，提升成渝双城经济圈物流
低碳化、电动化水平。蜀道集团在成渝高速资中停车区
启动“成渝电走廊暨换电重卡”项目，打造全国首条高速
公路重卡换电走廊。打造“成渝氢走廊”，联名争创国家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龙泉驿区成功承办“成渝
氢走廊”建设启动仪式，推动全区商业化运营 100 辆氢燃
料电池物流车，推广应用 70 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开通
运营公交示范线 5条。

推动成都市域内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
四川天府新区科技人才优势，推动四川天府新区与金堂
县、邛崃市等地合作，通过搭建产业工作专班、建立产业
投资基金、培育产业创新人才、突出核心技术攻关，共建
产业生态圈。

成都市坚持把发挥链主企业聚合带动效应作为推动
绿色低碳产业建圈强链的重中之重，强化链主企业招引
培育，引领核心产业、重大项目加快发展壮大。

深度开展产业研究。“我们系统梳理绿色低碳重点目
标企业 100 家，获取重大项目信息 32 条，在此基础上已成
功引进投资 300 亿元的阳光电源、投资 200 亿元的亿纬锂
能、投资 100 亿元的蜂巢能源。”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目 前 ，正 在 推 动 星 源 材 质 等 5 家 企 业 的
招 引 。 同 时 ，与 锂 电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宁 德 时 代 签 署 了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极 大 提 升 了 项 目 招 引 培 育 的 精 准 性
和有效性。

强化链主企业引进。“针对光伏产业组件、锂电产业
隔膜和电解液等环节缺失链主企业的问题，确定阳光电
源、亿纬锂能、华友钴业、星源材质、中科海钠、卫蓝新能
源、隆基绿能科技等作为重点招引目标，大力实施产业招
商‘百日攻坚’。”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攻坚行动期间，在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的组织保障下，产业
链链长和市级有关部门及相关区（市）县负责人赴江苏
省、安徽省、浙江省等地开展招商引智活动，先后考察了
阳光电源、华友钴业等光伏逆变器、锂电材料领域龙头企
业，有效推动绿色低碳高能级项目的招引。

同时，还赴宜宾市、遂宁市考察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状
况，学习借鉴宜宾市围绕宁德时代布局“1+6”产业园区
协同发展的经验。结合成都市产业发展情况，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建议成都市锂电产业“应聚焦正负极材料、电解
液、电芯、回收利用等领域，在龙泉、彭州、金堂、邛崃等区
域遴选产业发展主要承载空间，集中支持、统筹发展”。

据了解，目前，淮州新城与阳光新能源已经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补齐了成都市光伏产业下游链重要一环。“这
也是我们公司在川内布局的首个产业化项目。”阳光新能
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加大育优培强力度。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组织遴选确
定了通威太阳能、中创新航等 8 家本土链主企业，围绕链
主企业项目促建，优化重点项目审批等相关保障，推动重
点项目加速落地开工。

“我们对通威太阳能和通合新能源高效晶硅电池项
目实施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时限由 60 个工作日压缩至
12 个工作日。”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同
时，成都市发改委推进重点项目节能审查，统筹保障重点
项目能耗替代指标。截至目前，已完成中航锂电、通合新
能源等 9 个重大项目的节能审查，共计能耗 194.75 万吨
标准煤，总投资 370.16亿元，节能替代 19.48万吨标准煤。

在加强链主企业内培外引的同时，成都市依托 8 家
绿色低碳产业链主企业，以打通产业链关键环节为重点，
引进核心配套企业，聚集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 50 余家，
丰富产业生态，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发展锂电产业集群。天府新区半导体材料产业功能
区加快融捷锂业两万吨电池级锂盐项目、璞泰来 4 亿平
方米基膜和涂覆一体化项目等达产，2022 年 1 月—7 月，
动力电池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32.06 亿元，同比增长约 55
倍。淮州新城协助巴莫科技成为全球首家达成“零碳”的
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推进巴莫科技三期 5 万吨三元正极
材料项目产能释放，力争 2022 年年底形成 10 万吨产能。
全市上半年锂电产业产值达 130亿元，同比增长 92%。

形成光伏产业集群。淮州新城依托光伏链主通威太
阳能深入推进强链补链延链。首先，夯实链主企业核心
支撑，加快通威太阳能 3 个总产能 24GW 的高效晶硅电

池工厂建设，预计2022年年底，光伏电池产能达到30.5GW，
力争到 2023 年，形成 46.5GW 高效晶硅电池产能，产值达
500亿元，税收达 15亿元，带动就业 10000人以上。为促进
光伏产业链完善，重点引进切片及电池片、组件、发电应
用等中下游企业，持续完善逆变器、光伏背板等配套环
节，加快推动通合新能源 15GW 电池项目全面投运，促进
江苏原轼金刚线项目形成年产 7200 万千米的配套能力。

部署氢能产业集群。依托绿色氢能产业功能区，围
绕东方电气汇聚 20 余家产业链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
所，聚集梅塞尔、厚普股份、深冷股份等氢能优势领先企
业，基本形成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燃料电池、整车全产
业链的氢能产业体系。加速研发膜电极、电堆等氢能核
心关键技术，积极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在氢能产业示范应
用方面实现全省第一条氢燃料电池公交线示范运行等多
个第一。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十个一”工作机制

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成都市推动产业链延展、价值链提升，以科技创新助
推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绿色低碳产业集团牵头，联合 10 余家在蓉高校院
所、76 家绿色低碳骨干企业共同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在
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示范应用、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合
作，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和创新资源优化组合，做强产业
链，做大产业增量。

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创新平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
擎。推动天府永兴实验室组建雷宪章、石碧院士领衔的
首批 30 人科研团队，组织开展 7 个省级科研项目课题研
究。目前，全市已汇聚绿色低碳产业国家级创新平台及
分支机构 7 个，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 6

个，市级认定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创新平台 11个。

健全完善绿色创新政策体系，增强技术服务功能。
编制《成都市构建市场导向的碳中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实施方案》，加快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环境保护“4+1”
领域关键技术突破。聚焦压缩空气、N 型电池和固态电
池、电解水制氢和有机液态运氢等产业前沿技术，全面开
展绿色低碳产业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彭州市引进李灿
院士团队，依托大连理工成都研究院建设氢能研发创新
中心，成功取得 CMA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书，为成都
及西南地区 10 余家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支撑，
今年上半年，完成技术交易合同额达 2300 万元。东方氢
能依托电子科大开发出多款功率等级的燃料系统，完成
成果转化实现效益超 1亿元。

为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成都市围绕绿色低
碳链主链属企业构建服务体系，搭建高效服务平台，为企
业提供要素保障。

畅通企业融资渠道，补齐资本要素短板。成都产业
集团和环境集团联合组建成都绿色低碳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引导各界资本进入绿色低碳产业。成都市金融
局 会 同 市 级 相 关 部 门 积 极 引 导 金 融 资 源 向 绿 色 低 碳
中 小 企 业 配 置 ，保 障 企 业 经 营 发 展 的 资 金 需 求 。 截
至目前，已经推动企业发行 13 支绿色债券，融资规模
达 173 亿元。

遴选产业优秀人才，增强产业发展活力。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全面启动 2022 年成都市绿色低碳产业建圈强

链领军人才遴选工作，立足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实际需求
确定选才重点，科学设置选才标准，从经营管理能力突出
的经营管理人才、攻克绿色低碳技术难题的产业技术人
才、技艺精湛的先进基础工艺人才 3 类人才中遴选出 20
位绿色低碳产业领军人才。

搭建绿色低碳发展服务平台，高效服务链主链属企
业。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推动绿色低碳产业联盟实体
化、常态化运行，为企业提供科技、人才、信息咨询、政策
咨询、金融对接、供需对接等公共服务和定制化服务。汇
聚并链接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成都
分中心、成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等绿色低
碳发展服务平台，为绿色低碳链主链属企业发展赋能。

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提升产业结构能级

加强链主企业内培外引，招商引智初见成效

引进核心配套企业，丰富产业生态，加快形成产业集群

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做好链主链属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成都扎实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成都扎实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成都扎实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弓张弓张弓朱玥蓉朱玥蓉朱玥蓉

乘势而上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是全面服务国家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展现绿色发展新担当的自觉行动，是深度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提升产业发展新位势的战略举措。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
境局在市委、市政府提出积极抢抓产业升级变革机遇，大力推动
12个产业生态圈和22条产业链“建圈强链”的态势下，主动靠前，
牵头推动碳中和产业生态圈的构建和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紧紧围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狠抓绿色低碳产业建圈
强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迈上新台阶。

2022年1月—9月，成都市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达1643亿元，
同比增长20%，引进重大项目30个，培育链主企业8家，产业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