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保障 制度保障 能力保障 文化保障 资金保障

到2035年

•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95%

•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

70%

• 加大风电、光伏等清洁装

机建设，扩大清洁电力生

产和供应 

• 加强环境质量监测与大气

污染防控，采取多样化环

保措施

到2035年

• 公司碳排放不高于2022

年峰值

•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

• 多措并举降碳，提升碳排

放管理能力

• 通过碳交易活动、绿色金

融等方式，参与气候治理

到2035年

• 以绿色低碳能源保障社会

能源安全，提升社会应急

保障能力

• 加强运行标准化管理，发

挥煤电兜底支撑、调节保

障作用

• 提升新能源资产专业化管

理能力，提升新能源利用

率

到2035年

• 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责任

项目或行动，携手各利益

相关方为经济、社会创造

可持续的正向影响

• 关注合作伙伴、员工、客

户的需求，建立良性互动

机制，服务于内部员工及

产业链上下游的权益保障

与价值实现

到2035年

• 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ESG绩效

显著提升

• 推进深化改革，完善中国

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 完善ESG建设，强化ESG

融入生产经营力度

到2035年

• 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和科技

收入占比达到行业前列，

掌握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

的低碳新兴产业核心技术

和解决方案

• 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和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

• 加快技术转化和成果应用

• 加大科研团队建设力度

•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电力ESG战略模型



战略维度 路径 指标 短期（2025年） 中期（2030年） 长期（2035年） 响应SDGs

绿色清洁
 
 

绿色能源生产：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助力电力供应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从以
化石能源为主向以清洁能源为主转变。
 

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 >90% 境内>95%

境外100%
境内>95%
境外100%

目标7、12
 
 

清洁能源
发电量占比 达到50% 达到60% 达到70%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估，
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持续提升污染
物与废弃物排放管理水平，实现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大气污染物
排放强度

（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经

营利润）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尘排放强度较
2022年下降15%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尘排放强度较2022

年下降2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尘排放强度较
2022年下降25%

科技创新

加大科技投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争取保持
行业科技创新领先优势；加大力度建设校企联
合研究中心、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持
续夯实科研能力。

研究开发
费用 较2022年增长25% 较2022年增长30% 较2022年增长35%

目标9
加快技术转化和成果应用：积极争取参与国家
重大专项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在新
型储能、绿电交通、光伏彩色化和回收利用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持续进行研发和技术迭
代。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打造一批满足交能融
合、城市更新、工农业用能变革需要的低碳零
碳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并推广应用。

创新成果
转化

年度新增申请专利数
≥120个，在具体场
景应用，并能持续创
造价值。

年度新增申请专利数
≥130个，将核心技术
转化为多个示范落地

应用项目。

年度新增申请专利数
≥140个，核心技术
在行业内处于领先，
并在国内外广泛落地

应用。

中国电力ESG战略路径及目标详解



战略维度 路径 指标 短期（2025年） 中期（2030年） 长期（2035年） 响应SDGs

科技创新

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聚焦增强清洁
能源产业竞争优势，加大力度推进关键技
术攻关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重点在新型储能和储能安全、
绿电交通、光伏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地热
能高效安全应用等领域布局落地一批新兴
产业，并力争培育若干行业领先、市场认
可的“独角兽”企业。

科技产业①
收入占比 较2022年增加100% 较2022年增加200% 较2022年增加300%

目标9
培育“独角兽”

企业
潜在“独角兽”企业

1家
潜在“独角兽”企业

2家

潜在“独角兽”企业2
家，“独角兽”企业1

家

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生产智能化水
平，加强信息数字化建设，促进数据准确
传输、高效利用。

核心业务②
数智化 达到98% 达到100% 保持100%

能源保障
 

提升资产运营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运行
标准化管理，针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
展集中攻关治理，控降煤电机组非停，发
挥煤电兜底支撑、调节保障作用。提升新
能源资产专业化管理能力，提升新能源利
用效率。
 

转化“科技兴安
③”技术成果

实现3个“科技兴安”
技术成果转化

实现5个“科技兴安”
技术成果转化

实现8个“科技兴安”
技术成果转化

目标7、11、
17

新能源智慧场站
④建设

具备条件的新能源、
水电项目智慧化改造

完成率分别达到50%、
25%

具备条件的新能源、
水电项目智慧化改造

基本完成

具备条件的新能源、水
电项目智慧化改造全部

完成

中国电力ESG战略路径及目标详解

①指新型储能和储能安全、绿电交通、光伏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地热能高效安全应用等新兴产业。
②核心业务包括财务、物资、项目、设备、生产制造、销售和人力资源。
③聚焦电力行业，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安全服务，借助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④通过增强产业标准化、集约化、数智化管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场站的智慧化运营水平、经济技术指标和管理效能。



战略维度 路径 指标 短期（2025年） 中期（2030年） 长期（2035年） 响应SDGs

气候行动

多措并举降碳：坚持绿色生产、绿色发电、
绿色办公，不断探索低碳技术及数智化水平，
提升碳排放管理能力，减少碳排放，逐步将
气候相关因素与高管薪酬挂钩。

二氧化碳排放量 较2022年下降20% 较2022年下降30% 较2022年下降40%

目标6、13、
14、15

气候风险指标与
高管薪酬挂钩

确定与高管薪酬相关
的气候风险指标范围

气候风险指标范围内
的50%实现与高管薪

酬挂钩

气候风险指标范围内
的100%实现与高管薪

酬挂钩

火电供电煤耗 292克/千瓦时 持续下降 持续下降

参与气候治理：定期审视气候变化为企业经
营管理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采取改进措施；
积极进入碳市场，探索各类碳交易活动；持
续发展绿色金融，深化产融结合；参与气候
变化相关活动，助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CCER开发量 累计开发CCER不少
于100万吨

累计开发CCER不少于
300万吨

累计开发CCER不少于
500万吨

绿电交易电量/
绿证交易

绿电交易电量较
2022年增加20%/绿
证交易量较2022年

增加20%

绿电交易电量较2022
年增加25%/绿证交易
量较2022年增加25%

绿电交易电量较2022
年增加30%/绿证交易
量较2022年增加30%

卓越管理

ESG价值创造：将ESG治理有效融入日常经
营以及治理，持续发挥ESG治理对价值创造
的作用。

国内外主流ESG
评级 达到良好水平 保持良好水平 达到优秀水平

目标16
商业道德管理：建立商业道德监督管理机制，
实现商业道德审计全面覆盖，确保企业遵守
商业道德标准，商业道德行为得到全面监督。

商业道德监督
建立商业道德监督管
理机制，确定商业道

德审计内容

将商业道德审计内容
的70%纳入公司常规

审计范畴

将商业道德审计内容
100%纳入公司常规审

计范畴

中国电力ESG战略路径及目标详解



中国电力ESG战略路径及目标详解

战略维度 路径 指标 短期（2025年） 中期（2030年） 长期（2035年） 响应SDGs

共同成就

深化伙伴合作：依托产业优势，全面深化与
各级政府、投资者、供应商等伙伴的互惠合
作，深化行业影响力。

战略合作协议
数量 累计超过400份 累计超过600份 累计超过800份

目标1、2、
3、4、5、8、
10、11、17

助力员工成才：保障员工各项合法权益，完
善员工福利与奖励，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推
动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为公司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员工年度培训
预算完成率⑤ 90% 95% 98%

负责任供应链：开展供应商履约能力审核评
价，注重供应链多样化，以自身技术及影响
推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

供应商履约能
力管理

构建供应商ESG评价
标准体系

按照ESG评价标准体系
筛选的供应商比例达

75%

按照ESG评价标准体
系筛选的供应商比例

达100%

产品及客户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对消费者
资料及隐私进行保护。

服务质量与客
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达到99% 客户满意度达到99.5% 客户满意度达到

100%

⑤员工年度培训预算完成率=员工年度培训投入/员工年度培训预算。年度培训预算为当年薪酬总额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