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常州市近零碳园区试点创建方案

（编制大纲）

一、建设基础

（一）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试点园区基本情况、

地理区位、发展情况等，重点阐述园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

结构和布局等。

（二）能耗和碳排放情况。说明现有的能耗、碳排放核

算统计数据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以2020年为基期，“十四五”

以来试点主体能源生产、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主要资源消

费等情况；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变化情况、重点领域碳排放增

长趋势等。核算园区碳排放量时，以产业园实际运营边界为

核算边界，核算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产生间接排放以及重点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暂不考

虑产业园内生态系统碳汇量。核算方法参考《江苏省（近）

零碳产业园建设指南（暂行）》。

（三）绿色低碳发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近年来试点

主体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环境基础设

施、资源循环利用、绿色低碳体制机制创新、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等方面已开展的工作、优势和特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开展的试点示范建设情况、企业参与碳

市场情况、已探索形成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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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碳减排重点难点。结合发展实际、资源禀赋，分

析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短板弱项，针对性提

出改进措施。

二、试点可行性论证

分析开展试点工作的机遇挑战，阐述试点工作的总体定

位，提出试点建设的改革创新点，论证试点的示范引领和带

动作用。充分论证试点项目创建的可行性，并给出相应结论。

三、建设目标

提出试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的路线图及重点任务举措，设定创建阶段的碳排放绩

效指标，鼓励根据自身实际提出建设指标和特色指标。

四、重点任务

根据试点目标和思路，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确定有

关主要任务，包括但不限于能效水平标杆化、生产过程清洁

化、能源供给零碳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资源利用循环化、

运营管理数智化、科技创新平台化这七个方面。

五、重点项目

根据近零碳排放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拟建设的重点项

目，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建设主体、建设

周期、预期节能降碳效益、投资规模、投资估算等内容，并

说明项目对试点建设的支撑作用。

六、重点改革

根据试点重点任务安排，着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

控转变。围绕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政、金融、投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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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创新，以及碳排放统计核算、碳排放评价、产品碳足

迹管理等配套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先行探索，重点阐

述政策机制创新的任务目标、内容、创新点及实施路径。

七、科技创新

聚焦绿色低碳科技需求，加强重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

用。科教实力和创新能力较好的试点要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

发力度，积极参与前沿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探索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应用推广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科技创新基础相对薄

弱的试点要积极应用先进适用绿色低碳技术，开展绿色低碳先

进技术产业化示范。

八、全民行动

倡导园区企业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一企一策”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强化绿色低碳专题教育

培训，普及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知识，切实提升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九、保障措施

提出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监督考评、宣传

推广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保障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十、有关证明材料

（一）相关证明文件，如证明在能源、产业、建筑、交

通等方面建设基础的有关证明；

（二）拟实施重点项目的有关文件，如可行性报告、发

展规划方案、实施方案等资料；

（三）已开展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建立低碳运营管理机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制、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等的相关资料；

（四）其他的有效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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