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陕西省低碳近零碳试点示范建

设工作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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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地热、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能源项目，

提升县（区）、园区供热集中度和效率。加大余热余压余气梯级利用，提高常规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产出率。实施煤炭

消费总量控制，持续提升清洁能源占比。加快实施电能替代和清洁替代，提高生产过程、交通物流等环节电气化水平，

打造 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应用场景。引导和推动参与绿电和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降低购入电力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三）推动节能低碳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有序调整，不断提升单位土地、用能和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先进

制造业聚集。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节能诊断和节能改造，深入挖掘节能减污降碳潜力，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落实建筑环境与节能政策标准，提升园区绿色建设水平。研发和推广先进适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有序

实施工艺流程低碳化改造。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再生水回用率。

推广碳汇式绿化方式，巩固提高生态系统碳汇。

（四）增强降碳减污协同

切实发挥降碳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协同推进低碳发展，统筹污染防治与“双碳”目标要求，

突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加快形成有利于降碳减污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健全一体推进

降碳减污的管理机制，开展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行动，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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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点申请。试点示范创建工作按照省级统筹、市级推动、各申报主体落实的方式组织实施。2023 年起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第一批试点创建征集工作。有创建意愿且具备试点条件的建设主体，可向所在市（区）生态环境局提交《试

点示范建设申报表》（见附件 1）。各市（区）生态环境局对本辖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择优选取，并报送至省生

态环境厅。

2.确认名单。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择期开展综合评审，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打分、排序，

并提出意见建议，最终遴选出积极性高、特色鲜明、可行性高、有复制推广价值的，确定试点创建名单并予以公示。

3.编制方案。开展试点示范建设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参照《陕西省低碳近零碳试点示范建设

方案编制指南》（见附件 2）编制建设方案。《建设方案》须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审核备案并经县（市、区）人民政府

常务会、园区管委会专题会议审议同意后印发组织实施。

（二）组织实施

1.组织实施。试点单位按照《建设方案》所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路径方法，统筹各方力量，建立工作机制，分解

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完成试点年度任务。

2.过程跟踪。省生态环境厅建立试点建设跟踪指导机制。试点所在地市级生态环境等相关主管部门定期跟进督

促指导试点建设，及时协调解决试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宣传推广优秀经验做法。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调度试点建

设进展，组建专家组开展帮扶指导。各试点单位每年 12 月上旬要撰写年度自评估报告，将相关情况报送至省生态环境

厅和省财政厅，盘点试点任务进展，总结试点成效。

3.验收评价。试点单位完成建设目标，达到验收要求时，可自行或委托技术机构编制自评价报告，向属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改委等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试点示范创建验收工作。验收考核评价指

标参照附件 3、附件 4，具体评分方法由省生态环境厅另行确定。试点建设期满后，对未完成创建目标或验收不合格的，

取消其试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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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宣传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低碳近零碳试点示范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提升我省低碳近

零碳试点示范认知度和影响力。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和做法，召开试点示范经验交流会，引导更多县（区）、园区树立绿

色低碳、减污降碳目标，形成一批具有陕西特色的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改委组织开展低碳近零碳县（区）、园区试点建设工作，统筹协调重要事项，研究支持

政策，实施评估验收命名。各市（区）生态环境局做好辖区试点审核推荐和建设指导工作。各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

织开展试点示范建设工作。

（二）强化跟踪评估

省生态环境厅每年对试点县（区）、园区进行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评估督导。各市（区）生态环境局要强化

督导、定期调度、推进落实，督促试点示范县（区）、园区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分解目标任务，明确相关措施，定期开

展跟踪问效。

（三）加大资金支持

各市（区）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应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试点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试

点建设项目融资支持力度。省财政厅安排资金对建设试点的县（区）、园区予以奖补。

（四）做好宣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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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做好试点示范建设的技术支撑，对试点地区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深化各级领导干部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科学性、系统性的认识，切实增强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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