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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一、方案背景

基于当前自然气候及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公司明确了

以“创新，当责，共创未来”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愿景，制定

了“安全奠定发展基础、创新助推绿色发展、当责锤炼运营清风”的

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针。并清楚地描绘出公司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不

晚于 2035 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力争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企业是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碳中和的责任主体，公司坚持长期主

义、系统思维，从多维度推进保障公司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目标

紧紧围绕“绿色环保 追求卓越”的集团远景，结合当前公司可

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完善公司能源管理平台及体系和持续节能减排机

制，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造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理

念贯穿企业研发体系，不晚于 2035 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力争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近期（2025） 中期（2030） 远期（2035） 远期（2050）

碳排放 减排 25% 减排 50% 自身运营碳中
和

碳中和

清洁能源使用
比例

10% 15% 25% 35%

绿电、绿证比
例

70% 100% 100% 100%



三、主要任务

（1）完善公司碳排放监控管理系统。以公司能源管理系统为基础，

进一步推动三级计量系统全厂全覆盖，对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进行进一

步升级提升，开发碳排放核算模块，为公司碳盘查数据管理打下硬件

基础。从 2024 年起，按年度开展碳排放核算、报告及相关信息披露

工作。严格按照国际国内统一标准，建立并逐年完善服务于企业及产

业链的碳核算数据基础库，为实现绿色供应链提供底层数据支撑。做

好整体规划，严格把关项目主准入，控制好公司增量问题。

（2）分类施策，强化能源节约与能效提升。在能源利用率方面，提

高高温蒸汽利用率、厂内蒸汽管道优化改造等技术改造工程、余热回

收制冷工程，挖掘外部蒸汽利用效益；生产工艺优化方面，对主要能

耗单元或用能异常单元严格进行自查，从工艺优化，设备改进，环境

优化，操作提升等等方面，输出对应整改措施，整改方案或整改计划，

并明确措施预期的绩效，列入 KPI 考核指标；通过用电用能管理、输

配电系统优化、设备淘汰更新及技术革新，有效降低产品单位能耗；

在废水利用方面，大力发展车间工艺废水“零”排放、中水回用、蒸

汽冷凝水余热回用等技术，提高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探索原料产

品包装及运输方式的改良，提高包装物的重复利用率，减少废弃物产

生量及成本。

（3）推进风光发电建设，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安全。利用汕头

风能光能的资源禀赋，助力开发风光+储能的的分散式清洁能源项目

的建设，加快能源生产结构调整，提升绿色低碳能源占比。加快转型



升级，优化现有产品结构和用能结构，严控高碳投资、产能和项目，

降低高碳排放、低附加值产品占比，按一定优先序控制和减少化石能

源消费，推动基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电气化。现公司能源的动态调控

能力，在保证公司用电安全的前提下，降低用电成本，切实推进公司

能源结构的逐步优化。

（4）助力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多种方式寻求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共建回收渠道，合力构建跨区域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废旧动

力电池在多领域跨领域的安全梯次应用，加大自动化拆解、有价金属

高效提取等技术的研发力度，着力实现更高效的废旧动力电池全生命

周期“报废——再生”的生产制造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

试点建设梯次和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助力推动废旧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产业链的体系建立。

（5）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以产品绿色设计为基础，推行绿色制

造，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加强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通过原

料替代、改善生产工艺、改进设备使用等措施积极控制工业过程温室

气体排放。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全

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无效运输构建厂内绿色低碳物流体系，

严格落实相关举措，持续提升绿化碳汇能力。

（6）建立健全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兼顾矿产的责任采购机制。将绿

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联结各方科技创新力量，

强化上下游协同机制，响应减碳号召，努力打造高效安全、健康可持

续的绿色供应链。通过建立企业绿色采购流程，制定供应商选择原则，



对供应商进行全面性评价，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审核等手段，全面加强

供应商管理，协同供应商一道减污降碳。物流板块优化物流方案，减

少场内低效运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设计逆

向物流业务，保证产品回收利用渠道畅通，逐步构建产品、包材回收

利用体系。对矿产采购建立透明度体系，尽最大努力以持续、合理地

方式识别供应链中能识别警示信号的企业，并与其接洽，建立对上游

关键参与者的督促机制，有必要设立一套能够及时收集信息的体系，从

而有效地追溯管理矿产资源供应过程及其来源地从而减轻涉及冲突

矿产的风险。

（7）组织保障，确保工作具体落地。企业建立节能减碳工作小组，

小组办公室设于安环中心，作为日常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加强整体碳

减排碳中和组织领导和日常管理。深入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调

整优化企业经营战略，在项目日常经营及投资总，加大对低碳技术、

降碳项目、低碳产业的投资，并在每年滚动储备节能降碳工程项目，

相关工程落地作为关键KPI 指标列入核心干部年度考核。完善年度能

源考核制度和相关配套实施细则，建立一套具备操作性的能源绩效考

核机制，并尽快推动其具体落地。在 2025 年前，建立一套与光华科

技契合，富有活力的节能减排考核机制。

（8）加强人才引进及系统培训。通过内培外培，加强碳排放管理的

培训，符合条件的人员培训成为企业“碳排放管理员”，在 2025 年

开展专题培训不少于 200 人次，并在 2028 年实现各级培训全覆盖，

夯实碳减排工作人才基础。



（9）突出舆论引导。深入开展围绕可持续发展及节能降碳宣传活动，

充分发挥舆论引导正面作用，营造良好的公司内部氛围，对月度、季

度、年度在节能方面获奖或有突出表现的人员，在年终“光华之星”

中应重点考虑，并利用光华科技公众号、《光华之声》等公司媒体平

台进行全面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