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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路西侧的上钢五厂，几幢钢结构建筑

是工业时代留存的标志。城市转型契机下，

这里成为吴淞创新城的腹地——特钢先行启

动区。

近日，启动区内的一幢183米超高层建筑

竣工在即。全市首个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

平台将进驻于此。

从“卖钢材”到“卖服务”，钢厂转型升

级的鲜活故事里，更多人读懂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也理解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这是国

家层面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全

面绿色转型，意味着把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

进绿色转型，进一步塑造我国的发展新优势，

打造更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对于加快建设“全市绿色低碳转型样板

区”的宝山区来说，政策利好既是推动，更是

挑战。《宝山区加快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 （2024年—2026年）》 日前发布，

其中明确“三个统筹”——统筹抓好先行先试

和全面推广、统筹抓好低碳生产和绿色生活、

统筹抓好环境整治和污染防治。

绿动力：先行先试与全面推广

能源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牛鼻子”。

今年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计划纳入

钢铁等重点排放行业，进一步完善碳定价机

制，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正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

台的宝山区，对此期盼已久。“未来钢铁企

业不再只有购买碳配额这一条‘转绿’路

径，通过工艺流程的优化提升，它们的‘绿

色投入’同样也能被市场认可，进而转化为

‘绿色资产’。”宝山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解释。

今年4月，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目前，其已与100余家链主企业、

共建方和服务商企业建立联系，并发布了全球

首发的焦炭及半焦产品PCR、煤炭产品PCR

等24份标准规范，155份产品碳足迹CFP或环

境产品声明EPD碳报告。

这些“全球首发”报告的背后，凝聚着无

数碳足迹核算方法论的创新，既利于摸清千行

百业的“绿色家底”，也有助于抢抓绿色低碳

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此前，在不少碳排放领域，由于尚无透

明可信的本土化数据库，部分企业“出海”

时无奈地选择了海外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

往往更新较慢，本土企业在工艺创新上的

“绿色投入”常被低估，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企

业投身绿色转型的积极性。绿色低碳供应链

公共服务平台起到的正是“先行先试”的作

用。通过梳理细分产业的生产流程工序，为

其“定制”具有公信力和复制推广价值的碳

足迹报告。

今年8月，宝山区被纳入上海自贸试验区

联动创新区，绿色低碳供应链正是其被赋予试

点创新任务的领域之一。相关方案明确，宝山

区将探索建立绿色低碳供应链标准体系，指导

区域内相关经营主体制定对标国际先进的产品

碳足迹核算规则，支持推进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与其他地区衔接互认。

这意味着，由宝山区探索的绿色规则锚定

“在上海、为全球”这一历史定位。围绕于

此，宝山区正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

务平台“1+4”矩阵。其中，“1”是指由欧冶

云商建设并运维的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

台。“4”是包括由易碳数科建设的中小企业技

术服务平台、由中冶检测建设的建筑碳管理公

共服务平台、由欧冶工业品建设的绿色采购公

共服务平台、由中冶检测和绿地金创共建的碳

信用公共服务平台。

绿活力：低碳生产与绿色生活

绿色低碳是经济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

物，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人看

来，低碳生产与绿色生活彼此相互促进、互为

依托，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

支撑。

以绿色低碳新材料的研发为例，通过材料

的更新迭代，提高能源的存储和转换效率，从

而起到节能减碳的效果。譬如光伏电池材料的

改进，令太阳能的市场普及化成为可能；风力

涡轮机的材料创新，推动了大规模风电场的建

设和运营等。

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类新技术路线，如何比

选寻优，考验着相关部门的“眼力”与“脑

力”。在宝山区，有一片“绿色低碳创新试验

场”——碳中和产业园。作为全市首个以绿色

低碳创新及产业发展为特色的特色园区，其专

门辟出部分空间承载中试研发功能，通过搭建

丰富的中试场景试出真正在市场上好用管用的

新技术新产品。

目前，由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牵头组建的

吴淞材料实验室已签约进驻。该实验室将主攻

介孔材料、纤维与柔性材料、高效储能材料等

新材料中试加速。“院士实验室”牵手产业园

区，为的正是加速孵化创新项目，让更多科研

成果“开花又结果”。在此契机下，深耕新材

料领域的埃米空间作为垂直孵化器也被定向引

入，并被赋予高科技创新策源、颠覆性科技成

果转化、硬科技企业孵化以及全要素资源整合

等功能使命。

前端能源材料领域的创新迭代，也一路传

导至后端的消费生活。

刚落幕的2025上海春夏时装周上，时髦

的T台出现了不少绿色元素。有设计师将传统

裂织布工艺运用至服装设计中，独特的纹理与

粗粝的质感交织成旺盛的生命力。裂织布源于

云贵地区，质朴的老人将收集的零散布条搓织

成纬线，再经染色、纺织成完整布匹。

有了绿色低碳理念加持，天马行空的服装

设计增添了些许故事感。回到现实生活，人民

群众对于绿色消费的选择则更需夯实体制机制

的支撑。

有业者认为，消费生活领域的绿色转型，

尤其需要源头、过程、终端等各个环节的协同

配合。特别是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强绿

色产品和服务认证管理等。试想这样一幅画

面：同样在超市选购饮品，倘若缺乏“碳标

签”，消费者便无从考证每瓶饮料从生产到上

架过程中具体的碳排放量。如果有了清晰的碳

标识认证制度，消费者就能以实际行动来支持

绿色低碳生产。

绿效力：环境整治与污染防治

绿色低碳，不只为实现“双碳”目标中的

一组组具象数据，更关乎这座人民城市看得见

的“蓝天白云”。

加快打造“全市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

中，宝山区坚持统筹环境整治与污染防治，

并锚定关键领域——绿色建筑。

作为工业物流大区，如何处理工地、路面

扬尘一度令相关部门颇为头疼。正处于密集建

设期的吴淞创新城，不乏一些重大工程项目，

亟须通过推广绿色建造方式，减少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绿色低碳转

型的成果。对此，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明确

发展方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 提出，优先选用绿色建材，深

化扬尘污染综合治理。

事实上，绿色建筑已成为城市绿色低碳

转型的重要一环。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

至少40%的碳排放量来自建筑。作为国内最

早发展绿色建筑的城市之一，上海以地方立

法护航产业发展。《上海市绿色建筑条例》将

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本市探索

建立建筑领域参与本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逐步将碳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建筑纳入碳排

放管理。

这与宝山区的试点方向不谋而合。由中冶

检测建设的建筑碳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正在酝酿

中，其自身定位于绿色建筑领域的“三甲医

院”，把绿色建筑的碳减排作为核心任务，将

功能覆盖延伸至碳排放核算、碳资产管理等

重要环节。

在不少从业者看来，相较于能源领域的绿

色低碳转型，绿色建筑面临的困难考验更复

杂艰巨。譬如，从产权来看，包括公共建

筑、民用建筑等。再如，从建设到运维，绿

色建筑的节能减排体现于全过程、全周期，

尤其需要管理机构具备绿色化的专业运营意识

与能力。

眼下，宝山区正以公共绿色建筑为切入

点，酝酿出台碳减排量认定标准。截至今年8

月，宝山区共对14个出让地块，在土地出让

意见征询阶段提出可再生能源利用（光伏等）

指标要求，并开展吴淞创新城绿色生态城区试

点等。

针对新建建筑，宝山区也提出了诸多“绿

色标准”。比如，积极推进新建建筑光伏建设

比例提升，新建政府机关、学校、工业厂房等

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于50%，其

他类型公共建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积比例不低

于30%等。

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关乎经济社会

发展全方位、各领域的技术变革、理念重

塑，无法仅依靠几个部门的单打独斗。两年

多前，宝山区在全市层面率先探索了机制创

新，创新设立了绿色发展科。如今回看，不

少 亲 历 者 感 慨 ， 这 一 创 新 机 制 颇 为 “ 解

渴”。以往，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职能分散

于发展改革、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绿容等

不同职能部门的不同科室。绿色发展科成立

后，其不仅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相关事务，

还能填补“九龙治水”格局下产生的治理缝

隙。由此，从企业到部门，一旦遇上绿色发

展之困，都能找到人、办得了事，形成聚沙

成塔之效。

从政策制定到搭建平台，从企业减排到个

人降碳，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每一个“我”的内

生动力，也需要久久为功的努力。

正举全区之力建设“全市绿色低碳转型

样板区”的宝山笃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

然则会为人带来红利。

宝山：“含绿量”到“含金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   亿元

今年1至6月，宝山区绿色

低碳产业规模达476亿元，包括

绿 色 制 造 产 业 规 模 170.42亿

元、绿色能源产业规模43.03亿

元、绿色服务产业规模 216.54

亿元、绿色建筑产业规模 4.02

亿元、绿色交通产业规模10.85

亿元、循环经济产业规模31.22

亿元。

二、    亿元

根据 《宝山区加快绿色低

碳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4年 —2026年） 》 相 关 目

标，2026年宝山区绿色低碳产

业规模计划突破1100亿元，目

前 产 业 规 模 增 速 符 合 成 长 预

期。

三、    个

截至今年8月，累计完成公

共充电桩2766个，已采购50辆

新能源环卫车，全区12个环卫停

车场有7个环卫停车场满足充电

桩安装要求，现已安装充电桩14

个。

四、9个

今年以来，宝山区投资额

在300万元以上的充电桩、换电

站备案项目共 9个。同时，规

划 建 设 2座 总 电 力 容 量

5000KVA的重卡换电站，单座

换电站服务能力覆盖50辆换电

重卡，并计划打造光储换示范

站点。

五、    平方米

截至目前，今年滨江邮轮港口

泊位岸电已供电193.3167万度，游

客短途车均已使用电动大巴车。邮

轮港航站楼屋顶建设有约 8000平

方米薄膜光伏发电项目，在邮轮港

运营使用时为港区供电。

六、  家

宝山区今年新增1家绿色低碳领

域市级孵化器——上海绿色低碳创

新服务基地。其作为全市首个聚焦

绿色低碳的创新服务基地，目前在孵

企业达16家。

七、   亿元

自宝山区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

围绕辖区内绿色产业特点量身定制

的首个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碳惠贷”以

来，各金融机构持续深挖企业绿色场

景金融需求，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绿

色+金融”服务。今年各大银行在宝

山区的绿色授信额度总计已超500

亿元。由中国宝武、建设银行联合宝

山区政府发起设立的碳中和股权投

资基金，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碳

中和主题基金，总规模达100亿元。

设立至今已累计成功投资54亿元。

八、  家

按照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

期绿色发展理念，宝山区以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

“四绿”创建为载体，指导并推荐相关

企业申报绿色制造示范单位。迄今

宝山区共有34家绿色制造示范单位，

“十四五”以来新增2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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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美兰湖周边，绿意葱茏中嵌入了成片的居民区。 万海民摄

▲全市首个以绿色低碳创新及产业发展为特色的特色园区——碳中和

产业园。 刘继鸣摄
 在绿色循环利用的新理念下，钢渣上长出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朱嘉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