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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该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对鼓励类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审批、

核准或备案；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现有生产能力允许在一定期限内改造

升级；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并按规定期限淘汰。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技术、装备及产品，有利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查看更多）

2023年 12月 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电能质量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旨在加强电能质量管理，保障电力系统电能质量

水平，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满足电力用户电能质量需求，支撑电力系统的

安全、稳定、优质、经济运行。管理办法的发布顺应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的要求，将对促进新能源消纳起到推动作用。（查看更多）

2023年 12月 28日，《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

条例”）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促进条例旨在通过构建完善一套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互协调促进的制度体系，加快推动

发展方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的绿色低碳模式转变。促进条例重

点对能源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消费等领域的绿色转型作了规范，同时明确了

基本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学院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推进磷资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鼓励磷化工企业及园

区发展屋顶屋面光伏、分布式风电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鼓励生物质能、氢能

等在磷化工行业耦合应用，合理推进“煤改电”、“煤改气”，强化多种能源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312/t20231229_1362999.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401/t20240110_136320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ypbgwiZFv723fIZsROMzg


新能源专刊 | 2024 年 01月上

3

高效互补。（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新能源汽车通过充换电设施与供电网络相连，

构建新能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信息流、能量流双向互动体系，可有效发挥动力

电池作为可控负荷或移动储能的灵活性调节能力，为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经济运

行提供重要支撑。（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暂行条

例的制定系为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推动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查看更多）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为进一步推动《纲要》

实施，要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轨道交通装备、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通信设备、动力

电池等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查看更多）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be28226ad819454b901bb24a05ce26e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1/t20240104_1363096.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0_826642.html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zsj/zyhd/202312/t20231227_1362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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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30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

指出，为加快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

振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23〕19号）的有关要求，国家能源局现组织开展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申报工作。（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3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市级

财政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申报项目应于

2022年 1月 1日（含当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含当日）期间并网发电，项

目类型属于个人利用自有农村合法住宅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执行居民

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或执行大工业电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4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吉林省新能源产业加

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围绕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多策并施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多措并举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出如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加大项目建设要素保障，

保障新能源电网接入需求。加快吉林省“四横四纵”主干网架建设，建立新能

源项目接网一站式服务平台，制定新能源并网标准流程图和电源接入前期工作

管理实施细则，高效推进接网工程快速建设。（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8日，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

商务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

https://www.nea.gov.cn/2023-12/30/c_1310759285.htm
https://fgw.beijing.gov.cn/gzdt/tztg/202401/t20240103_3523864.htm
https://xxgk.jl.gov.cn/szf/gkml/202401/t20240104_8860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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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和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海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海南将分阶段围

绕氢能产业进行培育推广，逐步打造“一区、两平台、多基地”的产业发展空

间格局，重点在船舶、汽车、航天等领域进行氢能源产业推广。（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 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山东省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崔霞表

示，省发展改革委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做好产业布局深化、

产业生态优化、基础设施强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扩量提质、

跨越发展。力争到 2025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达到 5000亿元，整车产

量达到 100万辆左右。（查看更多）

2024年 1月，雅砻江道孚抽水蓄能项目即将开工建设。电站场址海拔 4300米，

总装机容量 210万千瓦，电站将进一步推动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

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雅砻江力量。（查看

更多）

https://plan.hainan.gov.cn/sfgw/0400/202401/10f0e16031ec43ca81435976a5582f91.shtml
http://www.shandong.gov.cn/vipchat1/home/site/82/4309/
https://mp.weixin.qq.com/s/w5vvZVG6xSTQP5e1zXUAXg
https://mp.weixin.qq.com/s/w5vvZVG6xSTQP5e1zXUA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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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2024版产业目录对新能源行业的影响

作者：蔡庆虹、王浩然、王竟婧

2023年 12月 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修订并出

台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2024版产业目录”），相较

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2019版产业目录”），在行业

类目、条目设置和表述规范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系根据经济

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和优化。2024
版产业目录系面向新时期、新要求，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以支撑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势必将注入反映时代特色的新理念、新元素。本文

将对 2024版产业目录的修订情况进行概述，并重点围绕对新能源行业的影响作

出简评。

一、 产业目录历史沿革及修订背景

2005年 12月 2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号），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产业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三类之外且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不列入产业目录。同日，国家发改委会

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自此奠定了产

业目录的总体框架和基础。此后于 2011年、2013年、2019年及 2021年分别对

产业目录进行了修订或修正，2024版产业目录将于 2024年 2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产业目录是引导社会资本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实施财税、信贷、

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2023年 12月 2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答记者问》

（“答记者问”），其中提到，产业目录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

源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正在面临深刻调整。产业

目录的修订系基于对经济、科技、环境、就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以适

应新的经济环境、引导产业向高水平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应对国际变化、维

护社会稳定，从而引导和规范国家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布局。在此背景下，国家

发改委对产业目录作出了适时调整。

二、 产业目录修订概述及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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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版产业目录共有条目 1005条，其中鼓励类 352条、限制类 231条、淘

汰类 422条。与 2019版产业目录相比，总条目减少 473条，鼓励类减少 469条、

限制类增加 16条、淘汰类减少 20条。其中，鼓励类条目数量减少，主要是对

同一类型的条目进行了归类整合，以更好突出《目录》体系化特点和实用性，

合并后的《目录》鼓励类条目数量虽然减少，但鼓励方向更加聚焦、鼓励事项

总体保持稳定。鼓励类新增了“智能制造”“农业机械装备”“数控机床”

“网络安全”等行业大类以及相关领域中有利于产业优化升级的条目，限制类、

淘汰类中新增了“消防”“建筑”行业大类以及相关领域中不符合绿色发展和

安全生产要求的条目。

答记者问中指出，实体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2024版产业目录

的出台旨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

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

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此为目标，2024版产业

目录的政策导向为(1)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 巩固优势产业

领先地位；(3) 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4)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

业新体系。

上述政策导向体现了我国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坚定决心，

旨在通过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化和绿色产业，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全面现代

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强调彰显了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视；鼓励产业融合和创新，尤其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反映了

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思考。整体来看，前述政策导向不仅意在提升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将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提升全球竞争力打下坚实

基础。

三、 2024版产业目录中新能源行业的修订情况

如上所述，2024版产业目录旨在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化和绿色产业，

新能源行业继续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相较于 2019版产业目录，鼓励

类目录中涉及新能源行业的修订情况如下：

2019版产业目录 2024版产业目录

风力发电技术与应用

11、5MW及以上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开发
与设备制造。
12、海上风电场建设与设备及海底电缆

制造。

15MW等级及以上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开发与
设备制造，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高原、山
区风电场建设与设备生产制造，海上风电场

建设与设备及海底电缆制造，稀土永磁材料
在风力发电机中应用。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与应用

1、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高效率低成本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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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产业目录 2024版产业目录

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逆变控制
系统开发制造。

3、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组件设计与制造。

4、高效太阳能热水器及热水工程，太阳
能中高温利用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
10、海洋能、地热能利用技术开发与设

备制造。

能光伏发电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系统集成技
术开发应用，逆变控制系统开发制造，太阳

能建筑一体化组件设计与制造，高效太阳能

热水器及热水工程，太阳能中高温利用技术
开发与设备制造，海洋能、地热能利用技术
开发与设备制造，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的开

发与应用。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与应用

5、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物燃油（柴

油、汽油、航空煤油）等非粮生物质燃
料生产技术开发与应用。

6、生物质直燃、气化发电技术开发与设
备制造。
7、农林生物质资源收集、运输、储存技

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农林生物质成型燃

料加工设备、锅炉和炉具制造。
8、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

圾、工业有机废弃物、有机污水污泥等
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的大型沼气
和生物天然气生产成套设备。

9、沼气发电机组、沼气净化设备、沼气
管道供气、装罐成套设备制造。

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物燃油（柴油、汽

油、航空煤油）等非粮生物质燃料生产技术
开发与应用，生物质直燃、气化发电及热电

联产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农林生物质资源
收集、运输、储存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农
林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设备、气化设备、锅

炉和炉具制造，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

厨余垃圾、工业有机废弃物、有机污水污泥
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的大型沼气和

生物天然气生产成套设备，沼气发电机组、
沼气净化设备、沼气管道供气、沼气提纯压
缩液化制备生物天然气设备、装罐成套设备

制造，秸秆热解气化相关设备制造，可持续
航空燃料原料高效收储运技术与设备研发与

应用，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与应用。

氢能技术与应用

14、高效制氢、运氢及高密度储氢技术
开发应用及设备制造，加氢站及车用清

洁替代燃料加注站。

15、移动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应用。

可再生能源制氢、运氢及高密度储氢技术开
发应用及设备制造，加氢站及车用清洁替代

燃料加注站，移动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应用，

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与应用，可再生
能源制氢，液态、固态和气态储氢，管道拖
车运氢，管道输氢，加氢站，氢电耦合等氢

能技术推广应用。

发电互补技术与应用

2、氢能、风电与光伏发电互补系统技术

开发与应用。
16、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电互补技术开

发及应用。

氢能、风电与光伏发电互补系统技术开发与

应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电互补技术开发
及应用，电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催化合成绿

色甲醇。

其他

13、能源路由、能源交易等能源互联网

技术与设备。

/

四、 2024版产业目录对新能源行业的影响

经比对 2019版产业目录与 2024版产业目录，鼓励类目录中新能源行业的

相关内容存在部分调整。产业目录作为行业发展的灯塔，相关调整对新能源行

业存在的主要影响如下：

1. 风力发电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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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由“5MW及以上”提高至“15MW等级

及以上”。截至 2023年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量为 3,650万千瓦，同

比增长 19.8%，占全国风力发电总装机量的 8.5%；2023年新增海上风电装机量

为 604万千瓦，超过除 2021年外的其他历史年份1。列入鼓励类目录的海上风

电项目规模由 5MW提升至 15MW，既对新建项目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

时表明我国的海上风电产业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快速发展。

新增“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高原、山区风电场建设与设备生产制造”。

我国海上风电的常规项目已初具规模，逐步开始引导产业向技术要求更高、建

设难度更大的方向发展。其中，将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高原、山区风电项目

列入鼓励类目录，有利于推动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的技术创新，扩大应用范围，

从而拓展风能资源的利用。而新增“稀土永磁材料在风力发电机中应用”，则

旨在推进稀土永磁材料在风力发电机中的应用，提高发电效率和可靠性。

2.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与应用

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修订为“高效率低成本太阳

能光伏发电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2023年 1月至 10月，

光伏行业发展迅速，我国光伏制造端（硅料、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增

长均超过 70%，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142.56GW，同比增长 145%。根据国家

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6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 4.7亿千瓦，连

续 8年位居全球第一。光伏发电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仍是未来中国鼓励发展的新

能源项目，但是对于其效率及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增“可再生能源供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供暖有助于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

可再生能源供暖支持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促进了清洁能源的使用。政府的

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将继续驱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供暖将与其他能

源形式（如太阳能、地热能等）结合，形成更加多元化的供暖能源组合。将可

再生能源供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纳入鼓励类目录，体现了我国对环境保护、能

源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的重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政策的支持，可再生能源供

暖将日益高效、成本效益更佳、普及率更高，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与应用

新增“热电联产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热电联产技术能显著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通过同步生成电力和热能以减少能源浪费，对于提高整体能源效率具

1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能源发展报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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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热电联产系统的高效率运转意味着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空气污染。新增“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气化设备”，旨在

通过该等能源转换技术，将农林废弃物转化为更高价值的能源产品，提高能源

的综合利用效率。新增“沼气提纯压缩液化制备生物天然气设备，秸秆热解气

化相关设备制造”，鼓励通过沼气提纯压缩液化和秸秆热解气化技术，更有效

地利用农业废弃物和生物质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

新增“可持续航空燃料原料高效收储运技术与设备研发与应用，可持续航

空燃料生产与应用”。随着双碳目标的日益迫近，航空业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源

之一，亟需转型以满足节能减排的目标。可持续航空燃料是减少航空业碳足迹

的关键手段，可显著降低飞机排放的二氧化碳。研发和应用高效的原料收储运

技术和设备，能提高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效率，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通过提升原料的高效收储运技术，可以优化整个供应链，使其更加环保和经济。

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研发和应用，能促进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增强国内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该等措施有望促进航空业的绿色转型，同

时推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4. 氢能技术与应用

新增“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制氢，液态、固态

和气态储氢，管道拖车运氢，管道输氢，加氢站，氢电耦合等氢能技术推广应

用”。氢燃料电池作为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转换技术，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实现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鼓励氢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推动该

技术的商业化和规模化，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普及；随着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进行制氢成为可行的碳中和途径。推动可

再生能源制氢，有助于建立一个低碳的氢能生产体系，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

依赖；氢气的储存对于保障氢能源的稳定供应和实际应用至关重要；氢气的运

输和分配可以提高氢能的可获取性，促进氢能市场的发展；随着氢燃料电池汽

车的发展，建设加氢站可推动氢能汽车普及并实现氢能基础设施网络化，有助

于促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鼓励氢电耦合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促进能源

结构的优化，增强电网的调节能力，同时利用氢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能源存储和

调峰手段。

5. 发电互补技术与应用

新增“电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催化合成绿色甲醇”。电解水制氢是生产绿

色氢气的关键技术之一，有助于推动氢能作为可持续能源的发展；二氧化碳催

化合成绿色甲醇可以将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有助于实现碳捕

捉和利用（CCU）。该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同时支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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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全球的减碳目标。鼓励类目录中新增前述项目，体现了我国对于气候变化

应对、能源结构转型、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视。

6. 其他

删除“能源路由、能源交易等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随着我国逐步建

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电、太阳能发电设施，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亦早已提上日

程。自提出建设并优化能源互联网以来，我国的能源互联网在促进能源转型、

提高能源效率和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通过智能化管理

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电网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我们理解，我国能源

互联网的建设已能够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因此 2024版产业目录鼓励类目录中删

去了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等相关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打造以新型电力系

统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转型清洁化、电气化、互联化仍是构建新型

能源体系的主流，未来仍有较大的革新与发展空间。



新能源专刊 | 2024 年 01月上

12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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