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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政办发〔2021〕29 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辽宁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任务措施》已

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1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辽宁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任务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 号）精神，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结合辽宁实际，制定如下具体措施。 

一、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肩负起

维护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坚持节能优

先，夯实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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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发展基础，加强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碳排放量、用水量持

续下降，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省绿色发展迈上

新台阶。 

二、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 

（一）实施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深入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

府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辽政

发〔2018〕24 号），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新兴产业规模

化，发展壮大新动能。支持冶金、石化、建材、电力等高耗能企

业实施技术改造，加快推广运用先进节能、节水、节材设备及工

艺。围绕循环低碳、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遴选推广一批绿色技

术装备，推行产品绿色设计，培育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进一步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

供应链，打造绿色工业园区。到 202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5%，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健全清洁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以能源、冶金、焦化、建材、

有色、化工、印染、造纸、原料药、电镀、农副食品加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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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包装印刷、菱镁等行业为重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对存

在“双超”“双有”问题的排污单位依法依规实施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全覆盖。到 2025 年，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省生态

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完善“散乱污”企业分类整改措施。全面开展“散乱污”

企业排查，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分类分批次采取依法关停取缔、

整合搬迁、整改提升等措施，依法依规加大查处力度，防止“散

乱污”企业死灰复燃和异地转移。开展“散乱污”企业关停整治

后处理，对政府依法关闭的企业，加强责令注销、变更登记等监

管。继续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坚持全覆盖提升排污许可证质量。

依法惩处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不落实环境管理要求等环境违

法行为，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曝光力度。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危险

废物管理，继续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快种养殖业绿色发展进程。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提高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水平和续展率，不断优化农产品总体结构。在

中药材主产区，建设一批五味子、龙胆草、细辛和林下山参等道

地中药材良种繁育和规范化种植基地，实现中药资源绿色可持续

发展。强化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和管理，加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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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和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对接。积极推行种养结合，发挥

稻渔共生耦合作用，推广稻田养蟹、养鱼、养虾等模式，促进水

产养殖业绿色循环发展。充分利用浅海滩涂资源发展重点优势特

色种类生态养殖，发挥贝类养殖的碳汇功能。加强绿色食品标志

市场监察，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实施农药、兽用抗菌

药使用减量化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依托农业资源优势推进与旅游、

教育、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带动作用。聚焦强链、延链、补链，推进上中下、工农服、

产供销“三位一体”互嵌式发展，打造生产标准化和规模化、加

工精深化和智能化、服务多样化和网络化、产业集聚化和数字化、

产品特色化和品牌化等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以

种养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为重点、商贸流通服务为保障的全产

业链条，着力发展粮油产业链、壮大畜禽产业链、优化饲料产业

链、延伸果蔬产业链、做精水产产业链，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六）实现重点服务行业绿色升级。遴选绿色数据中心，推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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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以汽修、装修装饰等行业为重点，

将全面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企业纳入正面

清单和政府绿色采购清单。组织开展油漆、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加强监督抽查后处理。通过数字健康工程促进医疗行业绿色

发展，探索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全

场景、全过程系统运用，全面开展“影像云”、智能预约就诊、

智能导医、电子支付结算等数字健康服务。优化和放大资源要素

利用率，倡导酒店、餐饮等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减少公

共机构、大中型企业以及医疗卫生行业等耗材使用并实施无纸化

替代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机关事务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发

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补齐绿色环保产业短板。推广非电行业烟气超低排放、有

机废气治理以及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等技术与装备，鼓励研发推广

污水处理回用、土壤治理修复、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

与新型装备。引导大型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由“生产型制造”

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建设环保装备产业园区和环保服务业集

聚区，支持园区聘请“环保管家”“能源管家”，推广节能环保

服务。到 2025 年，环保技术装备供给能力大幅增长，环保服务

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优势，加快印尼镍铁综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