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国家级零碳园区申报书大纲

一、建设基础

（一）园区基本情况。简述园区申报边界、建设主体、区位条

件、规划布局、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等基本情况。

（二）产业发展情况。简述园区主导产业、重点企业发展状况、

已引入或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及投资规模等产业发展情况。新建园区

简述规划引入产业和招商引资情况。

（三）能源供应及消费情况。简述园区近三年分能源品种的能

源供应与消费情况。能源供应部分应区分园区外购能源和自供能

源，能源消费部分应区分用作燃料、用于能源加工转换及用作原料

等用途。新建园区可不提供能源供应及消费现状。

（四）碳排放情况。根据零碳园区碳排放核算方法（附件 4），

对园区近三年碳排放进行测算分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分年度

碳排放量、单位能耗碳排放、碳排放结构等。新建园区可不提供历

史碳排放情况。

二、建设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园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趋势。以园区能源消费、年度碳

排放现状数据为基础，结合园区产业发展、重点企业产能变化、重

点项目布局等情况，综合考虑零碳园区建设要求，测算分析园区未



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变化趋势。

（二）目标可达性分析。根据园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趋势，从

能源供应、工业过程减排等方面说明零碳园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问

题挑战，论证零碳园区建设的可行性。

（三）综合供能方案。结合园区及周边资源能源禀赋，设计园

区综合供能方案，并对供能方案是否能够满足园区及企业需求、是

否能够达到零碳园区标准进行论证。

三、建设目标

以 2025 年为基准年，确定零碳园区建设期，围绕零碳园区建

设指标体系提出建设目标，明确零碳园区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以

及不同阶段建设重点等。

四、重点任务

围绕加快用能结构转型、推进节能降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完善升级基础设施、加强先进适用技术应用、

提升能碳管理能力、加强改革创新等任务，结合园区实际提出实现

建设目标的具体举措。如建设零碳园区过程中不涉及某项任务，可

不在方案中表述。园区可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提出其他有利于零碳

园区建设的重点任务。

同步提出支撑重点任务的重点项目，并简要阐述工程项目有关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建设主体、建设内容、投资规模、

建设周期、实施计划、对于零碳园区建设的意义等内容。重点项目

情况以表格形式呈现。



五、经济性分析

结合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重点项目内容，测算零碳园区建设的

成本投入和预期经济收益，分析成本结构与收益来源，评估零碳园

区建设的投资回收周期、内部收益率。

六、保障措施

简述组织方式、政策支持、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包括

但不限于是否获得地方政府和园区企业支持、是否计划建立专项工

作机制、是否已建或拟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是否能在高比例可再生

能源供给消纳方面开展探索、是否拥有能够支持零碳园区建设的人

才队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