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申 报 单 位 （ 盖 章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 术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 术 方 向 ：□工业领域 □信息化领域

联 系 人 及 手 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子 邮 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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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近三年内无违法记录，在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

无不良记录，未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申报单位应拥有所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

权，或获得拥有方的充分使用授权，知识产权明晰，不涉及知识

产权纠纷和国家秘密。

（3）所申报技术应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能耗、环保等方

面的标准和要求。

（4）所申报技术应具备节能降碳效果明显、技术成熟可靠、

具备经济效益和推广潜力等特点。截至申报日期，所申报技术已

有成熟应用案例，且连续稳定运行一年以上。

（二）申报材料要求

（1）技术申报单位须按格式要求编写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

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所有申报材料不予退回。

（2）申报材料纸质版采用 A4纸张统一打印，并逐页标注页

码，于左侧胶装成册并加盖公章和骑缝章。不同技术应分别装订。

（3）申报材料电子版应包含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的 DOC、

DOCX 或 WPS 格式文件，以及加盖公章后的节能降碳技术申报

书（含证明材料）逐页扫描内容的单一 PDF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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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明材料可为原件、复印件或扫描件，所证明事项应

与申报单位及所申报技术名称一致，并可充分证明申报内容。如

证明材料篇幅较多，可仅提供包含必要关键信息部分。

（5）节能量应根据《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

—2018）、《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GB/T 28750—2012）、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GB/T 32045—2015）或具体领

域相关国家标准、指南等技术性文件对技术应用案例每年节约的

能源总量（折算为吨标准煤）进行测算。其中，节能率是指年节

能量与年校准能耗的比值。

碳减排量是指技术应用后每年避免或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

总量（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应根据应用案例实际情况，选择

适用的评价方法（如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指南等技术性文件或已

备案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对技术应用案例温室气

体年减排量进行测算。其中，碳减排率是指温室气体年减排量与

基准线年排放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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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近三年内均正常经营生产，无违法记录，在质量、安

全、信用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

我单位拥有本次所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权，或

获得其拥有方的充分使用授权，知识产权明晰，不涉及知识产权

纠纷和国家秘密。所申报技术符合国家质量、安全、能耗、环保

等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并已按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取得各类许可。

所申报技术已有成熟应用案例，且连续稳定运行一年以上。

本次提交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并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

相关责任。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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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表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省份

所在市（区）

联系地址

负责人 职务 手机

联系人 固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单位性质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或合资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

主营业务

研发人员占职工总人数

比例（%）
职工总人数（人）

2024年研发费用总额占营

业收入总额比例（%）

2024年营业收入总

额（万元）

拥有研发机构情况

是否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代码

申报单位荣誉称号

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公告时间：

国家级绿色工厂，公告时间：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公告时间：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公告时间：

其他国家级荣誉称号，名称与公告时间：

申报单位简介
（基本情况、经营情况、技术研发及服务能力、所获资质及

奖励情况等，不超过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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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技术基本信息表[1]

技术名称[2]

技术类别（限勾选一项）

1.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技术

重点行业

 钢铁  有色金属  石化  化工  建材

 机械  轻工  纺织  电子  其他

重点领域

 数据中心  通信基站  通信机房  其他

2.用能低碳转型技术

 清洁低碳氢制备及应用

 高效储能

 工业绿色微电网

 余热余压高效利用

 系统能量梯级利用

 电能替代

 其他：

3.工业减碳技术

 低碳原料燃料替代

 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降低

 二氧化碳捕集及高值化转化利用

 碳排放核算监测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与替代

 其他：

4.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技术

 数字化能碳管理

 其他：

技术

介绍

技术原理、工艺及功

能简介[3]
（简要介绍技术可实现的具体功能，所依托的技术原理、

工艺、设备等，不超过 300字）

具体适用范围[4] （如技术适用范围或应用条件等，不超过 100字）

技术指标[5] （逐项列出技术自身关键性能指标，不超过 5项）

节能降碳效果[6] （逐项列出技术应用后可获得的节能降碳效果，不超过

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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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7] （逐项列出技术创新之处或与同类技术对比性能优越之

处，不超过 200字）

其他社会效益
（逐项列出节能降碳效果以外可取得的其他社会效益，不

超过 200字）

知识产权情况

□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 共享知识产权，共享人：

□ 获授权使用，授权人：

技术验收、评价、鉴定

情况

□ 已完成验收、评价或成果鉴定

验收、评价或鉴定单位：

□尚未进行验收、评价或成果鉴定

技术验收、评价、鉴定

所评定技术水平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无

技术获奖情况 （技术所获主要科技奖励或行业奖励，不超过 5项）

目前推广应用情况[8] （技术当前实际应用情况、取得的节能降碳效果等，不超

过 200字）

技术应用前景
（市场规模、预计可形成的节能降碳效益等，不超过 200
字）

典型应用案例 1

用户名称

应用项目名称

应用项目所在地

技术应用背景简介

技术应用内容及实施周期

技术投入应用时间

技术应用取得节能降碳效果 （包括节能量、节能率、碳减排量、碳减排率等指标）

技术应用取得经济效益及投

资回收期

其他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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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案例 2
（如有其他应用案例，在本表格后继续增加相应表格即可）

用户名称

应用项目名称

应用项目所在地

技术应用背景简介

技术应用内容及实施周期

技术投入应用时间

技术应用取得节能降碳效果 （包括节能量、节能率、碳减排量、碳减排率等指标）

技术应用取得经济效益及投

资回收期

其他社会效益

备注：

1.申报单位逐项填写，内容逻辑清晰、文字简练，若没有相关内容则填“无”。专

业名词英文缩写应采用“中文名称（英文缩写）”形式。后附范例仅作为内容文字风

格参考，无实际意义，正式填写时予以删除。节能减碳效果根据申报技术实际应用中

减少的一次能源及二次能源消耗量折算为标准煤进行估算，能源折标系数参照国标《综

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进行计算，其中，电力折标系数按等价值 0.303kgce/kW·h

计算。主要能源品种的排放系数参考：煤炭为 2.66 tCO2/tce，石油为 1.73 tCO2/tce，天

然气为 1.56 tCO2/tce，电力为 0.5703 kgCO2/kW·h。

2.技术命名遵循行业规范，准确体现技术特征，原则上不用“高效”“超级”“新

型”等字样，不包含具有商标属性的特定称谓。

3.“技术原理、工艺及功能简介”填写范例：重力热管技术用于数据中心领域，具

体功能为：对机房进行冷却，并可充分利用自然冷源，减少数据中心制冷系统压缩机

使用，实现降低电能比(PUE)目标。其技术原理为:重力热管末端内制冷剂为液态，吸

热蒸发变成气态后，通过管路流向机房外冷凝端，并将机房内热量带出。制冷剂冷凝

温度为 35℃，高于室外温度。其在冷凝端利用自然冷源冷凝成液态后，在重力作用下

回流至热管末端，由此形成冷却循环，达成冷却目的。这一过程无需机械制冷参与。

4.“具体适用范围”填写范例：适用于钢铁行业长流程低碳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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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指标”填写范例：（1）名义工况性能系数（COP）>15.0；（2）综合部

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11.0。

6.“节能降碳能力”填写范例：（1）单位产品能耗由改造前 46.2千克标准煤/吨降

低至 9.5千克标准煤/吨；（2）实现节能量 15.9万吨标准煤/年；（3）二氧化碳减排量

42.3万吨/年。

7.“技术亮点”填写范例：（1）与传统盘管蒸发式冷凝器相比，更易清洗、不易

结垢，无飞水现象，换热效率提高 30%；（2）将冷凝器和冷却塔合二为一，相比传统

分立方案，整机占地面积可减少 15%以上。

8.“目前推广应用情况”填写范例：（1）目前已有用户 1000家，完成项目安装调

试 1500例；（2）2024年度市场占有率 20%；（3）已实现年节能量 1000吨标准煤（技

术所有应用案例实现的节能量或碳减排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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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报告

（提纲）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申报单位名称、性质、成立时间、注

册地址、注册资本、单位规模、法定代表人、信用信息等；

2.生产经营情况，主要包括近三年总资产、利税额、主营业

务及收入、主要产品产量、市场份额、行业所处地位、管理体系

运行及认证情况（质量、环境、职业健康、能源）等；

3.科研能力，主要包括人员结构、专职研发人员情况、研发

投入占比、拥有研发机构或与高校院所合作情况，近五年获得的

知识产权、专利，参与制定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所获资质及奖励

情况等。

（二）技术基本情况

1.技术名称、应用行业及领域、适用范围及技术应用条件等；

2.技术可实现的具体功能，及其所依托的原理和内容，列出

关键技术、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等，全面说明技术工艺流程，附

必要结构图、流程图或示意图；

3.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及其与替代的技术对比，特别是能效

指标对比，体现技术的优势。

（三）综合评价指标

1.节能降碳能力（注明相关数据来源及测算过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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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能效检测报告或节能评估报告的数据计算单个技术项目的

节能量、节能率、碳减排量、碳减排率等；

2.技术先进性及创新能力，说明该技术创新水平，重点阐述

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的技术进步，介绍科技查新、技术评价或鉴定、

验收、获奖或荣誉情况；

3.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详细阐述智能化控制水平及能耗数据

处理优化能力、数字化运维能力，物联网及云平台情况；

4.技术应用情况，介绍技术可靠性或技术成熟度，实际应用

案例的规模、数量和使用年限情况；

5.效益，与基准情景相比的单位节能量投资额（元/吨标准

煤），与基准情景相比的静态投资回收期，预计未来三年推广比

例，可形成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应用案例分析（1～3个案例）

1.案例名称及应用单位，案例所在行业或领域，案例实施地

点及正常运行时间；

2.技术应用内容，包括技术应用背景（包括行业基准能耗情

况，项目规模、产能概况等）、应用技术方式（包括技术应用内

容、规模、周期及资金投入等）；

3.案例节能降碳效果分析，包括案例项目运行情况介绍，能

耗情况记录或节能监察能耗测试情况，节能量、碳减排量计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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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数据要求真实可靠，分析节能减排效益，按照节能改

造投资额和经济效益计算投资回收期；

4.技术应用单位认可情况，包括案例应用单位对节能降碳改

造效果的评价，对节能降碳效果的认定等。

（五）有关附件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资质材料；

2.申报单位“信用中国”信用信息报告；

3.申报单位自建或共建研发机构证明材料；

4.技术专利证书及知识产权声明（如知识产权与其他企事业

单位共有，需同时提供由该企事业单位出具的正式授权使用声

明）；

5.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等管理体系认证证明；

6.申报技术相关科技奖励或行业奖励证明；

7.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主要设备能效检测报告、

技术科技评价报告或鉴定报告、项目验收报告、节能降碳效果评

价报告；

8.有代表性的用户使用报告 1—3份（应包括对技术应用的结

论性意见，并由应用案例中的技术使用方加盖公章）；

9.其他可以佐证所申报技术产品性能水平、应用效果、推广

前景、市场竞争力、投资回收期、使用寿命等相关情况的材料。

（六）证明材料清单（附于证明材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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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对应证明内容项 证明材料名称 页码

1

2

3

…


	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
	一、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要求
	二、申报单位承诺书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三、申报单位基本信息表
	四、申报技术基本信息表[1]
	9.其他可以佐证所申报技术产品性能水平、应用效果、推广前景、市场竞争力、投资回收期、使用寿命等相关情
	（六）证明材料清单（附于证明材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