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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行业技术规范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及

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或项目的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981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GB/T 29455 照明设施经济运行

GB/T 31510 远置式压缩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系统经济运行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8692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364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0365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GB 50366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T 5080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 51129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141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T 51161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2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3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36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JGJ/T 129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 176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JGJ/T 391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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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 417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JGJ/T 425 既有社区绿色化改造技术标准

SB/T 11164 绿色仓库要求与评价

SJG 34 深圳市公共建筑能耗标准

SJG 44-2018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SJG 45-2018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T/CSUS 15 超低能耗建筑评价规范

SZDB/Z 69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

DB4403/T 391-2023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低碳产业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础，提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产品或服务的企

事业单位及项目的集合体。

3.2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recognized as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经营范围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3.1）相关指导目录所涵盖的产业类别，且

通过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的企事业单位。

3.3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 projects recognized as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3.1）相关指导目录所涵盖的产业类别，且通过绿色

低碳产业认定的项目。

3.4

绿色业务 green business

提供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3.1）相关指导目录所涵盖的产业类别的产品或服务

的经营活动。

3.5

优质中小企业 high-qualit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在产品、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由创新型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个层次组成。

[来源：DB4403/T 391—2023，3.5]

3.6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green building

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3.1）相关指导目录中“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列明

的行业。

4 评价总则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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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评价过程根据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特点和各子行业差异性，采用科学的方法，全

面、客观地评价企事业单位或项目实际情况，给出评价结论；

——可验证性。详细记录评价材料、数据、文件等的获取途径、渠道，保留原始的测试数据、材

料，保证数据、材料的可溯源性和可验证性；

——审慎性。评价报告给出谨慎的评价意见，对于基础数据不全、信息不完整的企事业单位或项目，

说明由于条件不具备无法给出评价结论。

5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评价指标

5.1 符合性评价

5.1.1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及以上，或绿

色业务规模达到1亿元；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5.1.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

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5.2 综合评价

5.2.1 技术表现

5.2.1.1 先进性

5.2.1.1.1 有效知识产权

有效知识产权基于知识产权类别和知识产权获得形式采用加权法计算，计算方法见公式（1），具

体评分规则见表1。优质中小企业在实际得分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指标总分。

� = �=1
� �� × ��� ················································（1）

式中：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

��——第i个知识产权类别折算系数；

��——第i个知识产权获得形式折算系数。

注1：有效知识产权是与“建筑节能与绿色节能”产业相关，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在有

效期内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工法、专著、软件著作权。

注2：知识产权类别以发明专利为折算基数，工法、专著折算系数为0.5，实用新型专利折算系数为0.2，软件著作

权折算系数为0.1。

注3：知识产权获得形式以自主研发为折算基数，通过受让、受赠、并购方式获取其所有权折算系数为0.5。

表 1 有效知识产权评分规则

有效知识产权 最高分值（分）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采用加权法计算后，每个得0.8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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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2 制修订标准

制修订标准数量基于标准类别、标准编制形式和标准制修订程度采用加权法计算，计算方法见公式

（2），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优质中小企业在实际得分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指

标总分。

� = �=1
� �� × �� × ��� ··········································（2）

式中：

� ——制修订标准数量；

�� ——第i个标准的编制形式折算系数；

��——第i个标准的制修订参与程度折算系数；

��——第i个标准的类别折算系数。

注1：制修订标准是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已正式发布且现行有效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团体标准。

注2：标准类别以地方标准为折算基数，国际标准按折算系数为2，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折算系数为1.5，团体标准

折算系数为0.2。

注3：标准编制形式以制定标准为折算基数，修订标准折算系数为0.5。

注4：若标准中明确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则按实际情况确定；若标准中未明确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在标准文本

“主要起草单位”中排名前两名，视为主导制定起草单位；在标准文本“主要起草单位”中排名第三到第五

名，视为参与制定标准单位。如排名前五名的起草单位中有行政机关单位的，名次可相应顺延。若标准中明

确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均视为主导制定起草单位。标准制修订参与程度以主导制定起草单位为折算基数，

参与制定标准单位折算系数为0.2。

表 2 制修订标准评分规则

制修订标准 最高分值（分）

制修订标准数量采用加权法计算后，每个得2分 8

5.2.1.1.3 关键技术先进性

根据不同子行业、不同设计建造内容选取不同评价指标，具体评分规则见表3，具体评价内容及评

价方法见附录A。

表 3 关键技术先进性评分规则

关键技术先进性 分值（分）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 （3，4]

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 （1，3]

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0，1]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5.2.1.2 环境效益

评估采购方应用相关产品或服务产生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等环境效益贡献量和涉及的

环境效益种类数量，环境效益种类包括降碳效益、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其他效益，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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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环境效益没有直接的评价指标，采用强关联性的结果指标做间接评价，不同子行业选取的环境效益

指标见表4，环境效益评分规则见表5。环境效益指标及测算方法见附录B。

表 4 环境效益指标

子行业 环境效益 具体指标
测算

单位

环境效益水平

贡献较多 贡献一般 贡献较少

超低能耗和低碳建筑建

设和运营
降碳效益 建筑面积 万㎡ ＞2 [1，2] （0，1）

绿色建筑建设和运营 其他效益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
a

个 ＞10 [5，10] （0，5）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降碳效益 光伏装机容量 kwp ＞5000 [2000，5000] （0，2000）

装配式建筑设计和建造
资源综合

利用效益
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

b
个 ＞5 [2，5] （0，2）

建筑节能

化智能化

绿色改造

节能化智

能化改造
降碳效益

建筑整体节能率

≥10%的改造面积
万㎡ ＞10 [5，10] （0，5）

绿色改造 其他效益
绿色改造建筑

标识数量
个 ≥3 （1，2] （0，1]

建筑绿色运营 其他效益
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

数量
c

个 ≥4 （1，2] （0，1]

智能建造 其他效益

智能建造项目采用国家/

广东省/深圳市目录的技

术项数

个 ≥4 [2，3] [0，1]

试点项目数量 个 ≥4 [2，3] （0，1]

a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包括二星级绿色建筑按照折算系数0.2、一星级绿色建筑按照折算系数0.1得到等量三星

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深圳铂金级、金级视为三星级，银级视为二星级，铜级视为一星级。
b

依据国家、广东省装配式评价标准，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包括AA级装配式建筑按照折算系数0.5、A级装配式建

筑按照折算系数0.1得到等量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依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装配式建筑得分在80

分以上的视为AAA级，得分在60-80之间的视为AA级，得分在50-60之间的视为A级。
c

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包括二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按照折算系数0.5、一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按照折

算系数0.1得到等量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

表 5 环境效益评分规则

环境效益水平 分值（分）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多，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多 （14，20]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一般，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一般 （6，14]

涉及环境效益种类较少，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少 （0，6]

未产生实际环境效益 0

5.2.2 业务表现

5.2.2.1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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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1 团队技术实力

从专业覆盖面、学历职称、相关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6。优质中小企

业在实际得分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指标总分。

表 6 团队技术实力评分规则

团队技术实力 基础分值（分） 最高分值（分） 加分规则

人员配置合理，涵盖所需专业，技术部门中30%以

上技术人员从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工

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五名中级职称或硕

士技术人员

5 7

（1）每增加一名从事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技术

领域的高级职称或博士技术

人员，加0.5分

（2）每增加5%从事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工作达3

年或以上年限的团队人员，加

0.5分

人员配置基本合理，涵盖所需专业，技术部门中

20%以上技术人员从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

相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五名中级职

称或硕士技术人员

4 7

人员配置未完全覆盖所需专业，团队实力一般 0 2

注：技术人员是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或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

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通过企事业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

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通过是否全年在企事业单位累计工作183天以上来鉴别。

5.2.2.1.2 研发投入

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的研发投入占比或研发投入金额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

表7。

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的研发投入占比是上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一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

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绿色业务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与同期绿色业务营业收入总额的比值。其中，研究

开发费用包含研发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

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等。

表 7 研发投入评分规则

研发投入占比/金额 最高分值（分）

对于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研发投入比例不低于3%，或不低于600万元

7
对于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事业单位，研发投入比例不低于4%，或不低于400

万元

对于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事业单位，研发投入比例不低于5%，或不低于250万元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注：不同营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按照其实际营业收入，满足对应研发投入比例或金额要求即可得分。

5.2.2.1.3 运营效益水平

从业务增长率、资产负债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采用近三年平均值进行评估（实际经营期不满三

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具体评分规则见表8。

注1：业务增长率是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值。

注2：资产负债率是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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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运营效益水平评分规则

业务增长率（%） 单项分值（分） 资产负债率（%） 单项分值（分） 总分值（分）

≥5 2 ≤75 2
该项得分为两项指标

累计得分
[3，5） 1 （75，100] 1

（0，3） 0.5 ＞100 0

5.2.2.2 市场影响

5.2.2.2.1 市场竞争力

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稳定提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年

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9。优质中小企业在实际得分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

分不超过该项指标总分。

表 9 市场竞争力评分规则

市场占有率 单项分值（分） 稳定提供产品或服务年限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较高水平 （3，5] ＞10 3
该项得分为两项指

标累计得分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中等水平 （1，3] （5，10] 2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一般水平 [0，1] （2，5] 1

5.2.2.2.2 产业影响力

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产品或服务，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如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及领域取得“补短板”“锻长链”“填空白”的实际技术突破，

或有助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培育壮大等，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0。优质中小企业在实际得分

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指标总分。

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产业链关键环节及领域包含但不限于：（1）基于建筑信息模型（BIM）的节能设计分析软

硬件技术开发，（2）柔性配电、电能质量管理、新型直流配电网保护、光储直柔等节能技术开发，（3）装配

式墙体设计、墙体与主体结构连接、拼装节点处理等装配式建筑技术开发，（4）高性能结构保温一体化建材

开发。

表 10 产业影响力评分规则

产业影响力水平 分值（分）

具有显著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5，7]

具有较强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3，5]

具有一定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力 （0，3]

未产生明显产业影响力 0

5.2.2.2.3 行业资质荣誉

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或区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及证书的

情况，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1。优质中小企业在实际得分基础上增加15%的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指

标总分。

注1：国家级行业协会颁发的相关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视为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按照更高一级行业资质荣

誉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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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在国际上获得行业认可的同等级别行业资质荣誉，按对应等级行业资质荣誉得分。

表 11 行业资质荣誉评分规则

行业资质荣誉 加分规则 最高分值（分）

以获得的一项最高级别行业资质荣誉为评价标准，国家

级、省部级、市级行业资质荣誉分别得4分、2分、1分的

基础分

每多获得一项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区级

行业资质荣誉，分别加1分、0.5分、0.3分、

0.2分

6

5.2.3 环境表现

5.2.3.1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况进行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2。碳排

放量核算方法参照GB/T 32150、SZDB/Z 69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宜以碳核查机构出

具的报告数据为准。

表 12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评分规则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分值（分）

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大于等于3% 4

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比例大于等于1%、小于3% 2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注：碳排放强度为碳排放量与生产活动产出数据的比值，生产活动产出数据根据企事业单位所属行业的不同，包括

增加值、发电量或者供水量等统计指标数据。

5.2.3.2 工艺设备材料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中采用工艺、设备及原材料的绿色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

规则见表13。

表 13 工艺设备材料评分规则

工艺设备材料 分值（分）

通过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或获得绿色工厂认证 3

5.2.3.3 能源资源利用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4。

注1：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在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营过程中，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情况。

注2：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是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固体废物产生量的比值。

表 14 能源资源利用评分规则

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单项分值（分）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单项分值（分） 总分值（分）

有使用可再生能源 2
≥60% 2

该项得分为两项指标累计得分[20%，60%） 1

未使用可再生能源 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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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社会表现

5.2.4.1 内部行动

从企事业单位开展绿色行动、信息披露、低碳培训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5。

表 15 内部行动评分规则

内部行动 开展情况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绿色行动
发布碳中和规划或行动方案、创建近零碳排放试点、开展产品碳足迹

核算、创建碳普惠低碳场景或实现多场大型活动碳中和等绿色行动
2

该项得分为三

项指标累计得

分。
信息披露

主动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通过公开渠道披露产

品或服务技术性能、资源能源消耗情况、环境信息等相关内容，或依

法依规披露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情况

2

低碳培训 每年对员工开展2次及以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主题培训 2

5.2.4.2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从企事业单位履行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实施供应链绿色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价。具体

评分规则见表16。

表 16 社会责任评分规则

社会责任 开展情况 单项分值（分） 分值（分）

公共关系和社

会公益责任

主动举办环保公益活动，或参加环境保护、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

或积极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提供援助
2 该项得分为

两项指标累

计得分。绿色化管理
获得在有效期内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实施供应商绿色化

管理相关制度
2

6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评价指标

6.1 符合性评价

6.1.1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项目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

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6.1.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

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6.2 综合评价指标

6.2.1 技术表现

6.2.1.1 有效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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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直接应用的、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情况进行评价，具体类别

及加权计算规则见 5.2.1.1.1。具体评分规则见表 17。

表 17 有效知识产权评分规则

有效知识产权 分值（分）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4，20]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8，14]

有效知识产权应用数量处于行业一般水平 [0，8]

6.2.1.2 关键技术先进性

具体评价内容见 5.2.1.1.3。具体评分规则见表 18。

表 18 关键技术先进性评分规则

关键技术先进性 分值（分）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 （15，20]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 （10，15]

关键技术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0，10]

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 0

6.2.1.3 环境效益

具体评价内容见5.2.1.2，环境效益指标及测算方法见附录B，具体评分规则见表19。

表 19 环境效益评分规则

环境效益水平 分值（分）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显著，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5，20]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较好，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10，15]

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一般，处于行业一般水平 [0，10]

6.2.2 环境表现

6.2.2.1 工艺设备材料

具体评价内容见5.2.3.2，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0。

表 20 工艺设备材料评分规则

工艺设备材料 分值（分）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较高 （10，15]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中等 （5，10]

工艺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一般 （0，5]

6.2.2.2 绿色低碳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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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具体评分规则见表21。

注：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为项目生产建设综合能耗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单位总投资用

水量为项目生产建设用水总量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吨/万元；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为项目生产建设

用地面积与项目总投资额的比值，单位为平方米/万元；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为项目碳排放总量与项目总投资

额的比值，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具体评价内容参考本文件5.2.3.3。

表 21 绿色低碳运营评分规则

项目投资水平 评分依据及单项分值（分）

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 五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20，25]

四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15，20]

三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10，15]

两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5，10]

一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0，5]

单位总投资用水量

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

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7 评价程序

7.1 成立工作组

企事业单位或项目主体成立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申报工作组，负责具体协调、组织和实施绿色低碳产

业认定申报工作。工作组成员应满足以下条件：

——具有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环境、财务等相关专业背景；

——熟悉掌握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方法和步骤；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7.2 收集材料

企事业单位或项目主体开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应收集的信息和文件

资料见表22～表25。

表 22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符合性评价证明材料

指标 评价内容 证明材料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

域，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及以上，或绿色业务规

模达到1亿元；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

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1）有效营业执照

（2）绿色低碳产业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

或鉴证报告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

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贮存、

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

要求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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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证明材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证明材料

技术表现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制修订标准 相关标准发布稿材料

关键技术先进性 第三方检验报告/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a

环境效益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b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合同、学历职称证书及社保等相关材料

研发投入 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
c

运营效益水平 财务审计报告
d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产业影响力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e

行业资质荣誉 相关机构颁发的证明文件

环境表现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温室气体核算报告
f

工艺设备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能源资源利用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社会责任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a
提供能证明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相关材料。

b
提供环境效益测算的过程材料以及相关佐证材料。

c
提供近1个会计年度绿色低碳领域研究开发费用、营业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

d
提供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3年财务审计报告。

e
提供能证明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及领域开展的科研课题、科技示范项目等相关材料。

f
提供碳排放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或企事业单位参照GB/T 32150、SZDB/Z 69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印发的规范性

文件编制的温室气体核算报告。

表 24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符合性评价证明材料

指标 评价内容 证明材料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项目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

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有效营业执照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

设计、能效、性能、安全、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

运维等技术要求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表 25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综合评价证明材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证明材料

技术表现

有效知识产权 相关知识产权证明

关键技术先进性 第三方检验报告/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环境效益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绿色低碳运营 财务报表，项目耗能、耗水、用地及其他企业相关自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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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编制报告

企事业单位或项目主体编制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报告（见附录C、附录D），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信息表，包括企事业单位或项目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概述企事业单位或项目发展现状以及在绿色低碳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

——评价工作，概述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工作具体开展情况；

——认定情况，对符合性评价及综合评价等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评价表，对符合性评价及综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进行量化；

——相关支持材料。

7.4 认定评审

7.4.1 评价方式

依据符合性评价指标对企事业单位或项目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进行界定，达到符合性评价要求

的，进一步依据综合评价指标对其绿色业务影响力（技术表现、业务表现）和自身绿色化程度（环境表

现、社会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等级划分见表26。

表 26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等级划分

评价对象
评价等级

浅绿 中绿 深绿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 60分≤S＜70分 70分≤S＜85分 S≥85分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 满足符合性评价要求 60分≤S＜80分 S≥80分

注：S为绿色低碳产业企业或项目认定综合评价值。

7.4.2 评价打分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的符合性评价为一票否决项，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综合评价值为各项指标得分

的累计叠加值，满分为100分，计算方法见公式（3）。

� = �=1
� ��� ···························································· （3）

式中：

� ——绿色低碳产业认定综合评价值；

��——各综合评价指标得分值。

注1：“绿色服务”类企事业单位或项目，不参评“环境表现”指标。

注2：某子行业的部分评价指标经专家评估审定不适用的，其综合评价值折算方法为参评项得分值与参评项总分值

的比值乘以100。

7.4.3 专家评审

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组织具备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专业技术能力的专家，查

看收集的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根据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指标表

（见附录E）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打分并给出具体评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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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指标

A.1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近零能耗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和评价应满足GB/T 51350，超低能耗民用建筑应满足T/CSUS 15、

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居住建筑应满足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试行）（居住建筑）

等相关标准文件要求，所有建筑的碳排放量计算应满足GB/T 51366要求，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

A.1。

表 A.1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水平 分值（分）

零能耗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零能耗标识数量（含设计、运营）、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 （3，4]

近零能耗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近零能耗标识数量（含设计、运营）、规模、面积处于行业

领先
（1，3]

超低能耗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超低能耗标识数量（含设计、运营）、规模、面积处于行业

领先
（0，1]

A.2 绿色建筑建设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应满足GB/T 50378，建设工业建筑和既有工业建筑应满足GB/T 50878，所有建筑

应满足GB 55015、JGJ/T 391、DB44/T 2267、建筑绿色运营技术规程、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等相关标

准文件要求，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A.2。

表 A.2 绿色建筑建设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绿色建筑建设水平 分值（分）

三星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规模、面积处于

行业领先
（3，4]

二星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规模、面积处于

行业领先
（1，3]

一星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获得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规模、面积处于

行业领先
（0，1]

A.3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管理应满足GB 55015，民用建筑的太阳

能利用应满足GB 50364、GB/T 51368，地源热泵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应满足GB 50366，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工程测试与评价应满足GB/T 50801等相关标准文件要求。在满足基本要求基础上，评估可再

生能源消费量与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

新建建筑选用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或空气源热泵系统（用于供冷除

外）等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满足太阳能光伏系统初始发电效率单晶硅组件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

20.1%；多晶硅组件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18.9%；硅基、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及其他

薄膜组件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13%、16%、15%、15%；地源热泵系统制冷COP不低于3.5；空气源热泵

系统能效等级为一级；建筑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的面积比例不得低于30%。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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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表 A.3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建筑可再生能源

应用水平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分值（分）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新建建筑

建筑可再生能源

应用水平较高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8%，或屋

面光伏使用面积达35%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10%，或

屋面光伏使用面积达40%
（3，4]

建筑可再生能源

应用水平良好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5%，或屋

面光伏使用面积达30%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8%，或屋

面光伏使用面积达35%
（1，3]

建筑可再生能源

应用水平一般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3%，或屋

面光伏使用面积达25%

可再生能源应用占比大于等于5%，或屋

面光伏使用面积达30%
（0，1]

A.4 装配式建筑设计和建造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的设计、制作、施工、验收、使用和维护应满足GB/T 51231，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的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质量验收与使用维护应满足GB/T 51232，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计、生

产运输、施工安装和质量验收应满足GB/T 51233，所有装配式建筑技术指标应达到GB/T 51129或DBJ/T

15-163中A级及以上，或满足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要求，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A.4。

表 A.4 装配式建筑设计和建造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装配式建筑设计和建造水平 分值（分）

AAA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评为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 （3，4]

AA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评为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 （1，3]

A级建筑为主要设计和建造类型，评为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 （0，1]

A.5 建筑节能化智能化绿色改造

既有建筑的维护与改造应满足GB 55022，既有社区的绿色化改造应满足JGJ/T 425，绿色改造评价

应满足GB/T 51141，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项目应满足GB 50352，民用建筑设计应满足GB/T 50352，公共

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应满足JGJ 176，节能改造节能量核定工作应满足公共建筑节能量核定导则，民用

建筑及通用工业建筑的智能化设计、施工、验收应满足GB 50314，GB 50606、GB 50339，绿色高效制冷

改造和运行应满足GB/T 17981、GB/T 31510等相关标准文件要求，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A.5。

表 A.5 建筑节能化智能化绿色改造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建筑节能化智能化绿色改造水平 分值（分）

三星级建筑为主要改造类型，获得三星级评价数量（含设计、运行）、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或

节能量、改造面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节能率
a
大于10%

（3，4]

二星级建筑为主要改造类型，获得二星级评价数量（含设计、运行）、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或

节能量、改造面积处于行业较好水平，节能率大于8%
（1，3]

一星级建筑为主要改造类型，获得一星级评价数量（含设计、运行、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或节

能量、改造面积处于行业一般水平，节能率大于5%
（0，1]

a
改造项目节能量与改造边界内基准期能耗的比值，单位：%。

A.6 建筑绿色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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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在线监测应满足GB/T 38692，绿色建筑的运行维护应满足JGJ/T 391，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运行

维护应满足JGJ/T 417，民用建筑集中管理的空调通风系统应满足GB 50365、GB/T 17981，照明设施的

运行、维护与管理应满足GB/T 29455，住宅物业、商业物业和园区物业的评价应满足SJG 50，政府办公

建筑、商业办公、宾馆饭店建筑、商场建筑、综合建筑执行SJG 34，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设施能耗及水耗

监测及管理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应满足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高等学校校园

建筑节能监管系统运行管理技术导则，医院建筑能耗监管系统的建设应满足医院建筑能耗监管系统建设

技术导则等相关标准文件要求，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表A.6。

表 A.6 建筑绿色运营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建筑绿色运营水平 核心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分值（分） 评价依据
a

建筑绿色运营水平

较高
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人均能耗、人

均水耗

能耗指标达到指标引导值，水耗指标达到节水

定额下限值
（3，4]

GB/T 51161、

GB 50555、

DB44/T 2267、

SJG34-2017、

建筑绿色运营水平

良好

能耗指标介于约束值与引导值之间，水耗指标

介于节水定额上限值与下限值之间
（1，3]

建筑绿色运营水平

一般

能耗指标达到指标约束值，水耗指标达到节水

定额上限值
（0，1]

a
民用建筑的能耗指标参考GB/T 51161，水耗指标参考GB 50555，公共机构能耗及水耗指标参考

DB44/T 2267，其他建筑类型有相关标准提出特别要求，以最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评价。

A.7 智能建造

智能建筑采用的技术应为《深圳市智能建造技术目录》中的相关技术。具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见

表A.7。

表 A.7 智能建造关键技术先进性评价规则

智能建造技术水平 分值（分）

智能建造技术成熟，技术应用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4]

智能建造技术良好，技术应用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1，3]

智能建造技术一般，技术应用数量、规模、面积处于行业一般水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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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环境效益指标及测算方法示例

B.1 超低能耗和低碳建筑建设和运营面积

指参与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零能耗、低碳、零碳建筑等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很低的建筑的设计、建

造和运行的建筑面积。计算公式见公式（B.1）。

� = �=1
� ��� ··························································· （B.1）

式中：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万㎡）；

��——第 i 个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零能耗、低碳、零碳建筑等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很低的建筑，单

位为万平方米（万㎡）。

B.2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

指参与绿色建筑的设计、建造、综合性能调适、交付培训、智慧运维的等量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

量。计算公式见公式（B.2）。

� = �=1
� �三星级，�� + 0.2 × i=1

n �两星级，i� + 0.1 × i=1
n �一星级，i� ..................（B.2）

式中：

� ——等量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单位为个；

�三星级，� ——实际获得的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单位为个；

�两星级，� ——实际获得的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单位为个；

�一星级，� ——实际获得的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数量，单位为个。

B.3 AAA 级装配式建筑数量

指参与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建造的等量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计算公式见公式（B.3）。

� = �=1
� �AAA级，�� + 0.5 × i=1

n �AA级，�� + 0.1 × i=1
n �A级，�� ..........................（B.3）

式中：

� ——等量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单位为个；

�AAA级，� ——实际获得的A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单位为个；

�AA级，� ——实际获得的A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单位为个；

�A级，� ——实际获得的A级装配式建筑数量，单位为个。

注：依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装配式建筑得分在80分以上的视为AAA级，得分在60-80之间的视为AA级，

得分在50-60之间的视为A级。

B.4 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

指利用系统调适、节能改造、智慧化管理等手段提升既有建筑运营效率，获得的三星级绿色物业标

识项目数量。计算公式见公式（B.4）。

� = �=1
� �三星级，�� + 0.5 × i=1

n �二星级，�� + 0.1 × i=1
n �一星级，��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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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等量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单位为个；

�AAA级，� ——实际获得的三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单位为个；

�AA级，� ——实际获得的二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单位为个；

�A级，� ——实际获得的一星级绿色物业标识项目数量，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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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C.1 封面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报告封面要求见表C.1。

表 C.1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报告封面

XXX公司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盖章）

编写人：

责任人：

报告日期：

C.2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的填报要求见表C.2。

表 C.2 基本信息

企事业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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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第 2页/共 2页）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及代码
a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

部门的跟踪抽查。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a
行业类别参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相关指导目录的第三级分类进行填报。

C.3 基本情况概述

概述企事业单位的经营范围、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经营情况、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

及取得的成效等。

C.4 评价工作概述

概述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申报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组设立情况、收集资料类型、

报告编制情况等。

C.5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情况

C.5.1 符合性评价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目录符合：申报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

及以上，或绿色业务规模达到1亿元；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

的相关行业；

——技术符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

效、性能、安全、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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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综合评价

C.5.2.1 技术表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先进性：主要描述有效知识产权、制修订标准、关键技术先进性等情况；

——环境效益：主要描述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等方面实际产生的环境效益贡献量和涉

及的环境效益种类数量。从降碳效益、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其他效益进行评估，按照5.2.1.2

规定的环境效益指标进行量化评估。

C.5.2.2 业务表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发展能力：主要描述团队技术实力、研发投入、运营效益水平等情况；

——市场影响：主要描述市场占有率、稳定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年限、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

新或市场发展的情况，以及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或区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及证

书的情况。

C.5.2.3 环境表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主要描述温室气体排放及下降情况；

——工艺设备材料：主要描述采购的工艺、设备和原材料与优先推荐目录的匹配情况；

——能源资源利用：主要描述可再生能源占比、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情况。

C.5.2.4 社会表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内部行动：主要描述绿色行动、信息披露、低碳培训等情况；

——社会责任：主要描述履行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实施供应链绿色化管理等情况。

C.6 评价表

企事业单位评分表见表C.3和表C.4。

表 C.3 符合性评价

序号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a

1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领域，且其绿色业务占比达到50%及以上，或绿色业

务规模达到1亿元；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

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贮

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

技术要求

a
给出材料对应的具体页码，例如，见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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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得分 佐证材料备注
a

技术表现
先进性

有效知识产权 8

制修订标准 8

关键技术先进性 4

环境效益 20

业务表现

发展能力

团队技术实力 7

研发投入 7

运营效益水平 4

市场影响

市场竞争力 8

产业影响力 7

行业资质荣誉 6

环境表现

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4

工艺设备材料 3

能源资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占比 2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2

社会表现

内部行动

绿色行动 2

信息披露 2

低碳培训 2

社会责任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责任 2

绿色化管理 2

总得分

a
给出材料对应的具体页码，例如，见第4页。

C.7 附录

列明上述章节所述情况及评分表涉及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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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模板

D.1 封面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封面要求见表D.1。

表 D.1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封面

XXX公司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盖章）

编写人：

责任人：

报告日期：

D.2 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的填报要求见表D.2。

表 D.2 基本信息

企事业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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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第 2页/共 2页）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及代码
a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

部门的跟踪抽查。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a
行业类别参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相关指导目录的第三级分类进行填报。

D.3 基本情况概述

概述企事业单位经营范围、申请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相关项目、项目建设运营状况、环境影响评价、

社会影响评价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相关情况等。

D.4 评价工作概述

概述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申报工作具体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工作组设立情况、收集资料类型、

报告编制情况等。

D.5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情况

D.5.1 符合性评价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目录符合：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相关指导目录中“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所涵盖的产业类别，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其他相关产业类

别；

——技术符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

效、性能、安全、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D.5.2 综合评价

D.5.2.1 技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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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有效知识产权：主要描述项目直接应用的、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

量的情况；

——关键技术先进性：主要描述项目应用的关键技术在行业内或地区内能达到的领先水平情况；

——环境效益：主要描述项目取得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和涉

及的环境效益种类数量的情况。

D.5.2.2 环境表现

对以下内容进行具体描述：

——工艺设备材料：主要描述项目采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绿色化水平的情况；

——绿色低碳运营：主要描述项目单位总投资综合能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总投资用地面积、

单位总投资碳排放量、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方面的情况。

D.6 评价表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见表D.3和表D.4。

表 D.3 符合性评价

序号 指标 符合性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是/否） 佐证材料备注
a

1 目录符合

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相关指导

目录中“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所涵盖的产业类别；或

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

相关产业类别

2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

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贮存、回

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a
给出材料对应的具体页码，例如，见第 4 页。

表 D.4 综合评价

D.7 附录

列明上述章节所述情况及评价表涉及的佐证材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分） 评价得分（分） 佐证材料备注
a

技术表现

有效知识产权 20

关键技术先进性 20

环境效益 20

环境表现
工艺设备材料 15

绿色低碳运营 25

总得分

a
给出材料对应的具体页码，例如，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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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认定评价指标表

E.1 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指标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评价指标见表E.1和表E.2。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

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各评价指标佐证材料索引见表C.3和表C.4。

表 E.1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符合性评价指标

表 E.2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指标

指标 符合性评价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目录符合

申报认定评价的绿色业务属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且其绿

色业务占比达到50%及以上，或绿色业务规模达到1亿元；或在当

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相关行业

是/否

技术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

的有关设计、能效、性能、安全、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

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是/否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技术

表现

先进

性

有效

知识

产权

为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领域的有效知识产权，

按知识产权类别和知识

产权获得形式加权计算

数量

有效知识产权数量采用加权法计算后，每个得0.8

分
8

制修

订标

准

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领域已正式发布且现行

有效的标准，按标准类

别、标准编制形式和标

准制修订程度进行加权

计算数量

制修订标准数量采用加权法计算后，每个得2分 8

关键

技术

先进

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

域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关

键技术先进水平，选取

在该行业具备典型代表

性的关键技术水平

a.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作用

（8分，12分]

b.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作用

（4分，8分]

c.处于行业平均水平（0分，4分]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4

环境

效益

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取

得的降碳效益、资源综合利用效

益、其他效益贡献量和涉及的环

境效益种类数量

a.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多（14分，20分]

b.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一般（6分，14分]

c.产生实际环境效益贡献量较少（0分，6分]

d.未产生实际环境效益（0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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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指标（续）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业务

表现

发展

能力

团队

技术

实力

从专业覆盖面、学历

职称、绿色业务相关

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人员通过

劳动合同、缴纳社会

保险或是否累计实际

工作时间在183天以

上来鉴别

a.人员配置合理，涵盖所需专业，技术部门中30%以

上技术人员从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工作

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五名中级职称或硕士技

术人员（5分，7分]

b.人员配置基本合理，涵盖所需专业，技术部门中

20%以上技术人员从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

关工作达3年或以上年限，至少配备五名中级职称或

硕士技术人员（4分，6分]

c.人员配置未完全覆盖所需专业，团队实力一般

[0分，2分]

d.每增加一名从事相关技术领域的高级职称或博士

技术人员，加0.5分。 每增加5%从事相关工作达3年

或以上年限的团队人员，加0.5分

7

研发

投入

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领域相关研发投入

占比或研发投入金额

进行综合评价，研发

投入以上一个会计年

度的情况为准

a.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事业单位，

比例不低于 3%，或不低于 600 万元（7 分）

b.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亿元（含）的

企事业单位，比例不低于 4%，或不低于 400 万元

（7分）

c.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小于 5000 万元（含）的企事业

单位，比例不低于 5%，或不低于 250 万元。（7 分）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7

运营

效益

水平

业务增长率为当年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与

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

额比值，采用近三年

平均值进行评估

a.≥5%（2分）

b.[3%，5%）（1分）

c.[0，3%）（0.5分）

2

资产负债率为期末负

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

值，采用近三年平均

值进行评估

a.≤75%（2分）

b.（75%，100%]（1分）

c.＞100%（0分）

2

市场

影响

市场

竞争

力

从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进行评价

a.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较高水平（3分，5分]

b.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中等水平（1分，3分]

c.业内市场占有率处于一般水平[0分，1分]

5

从稳定提供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

产品或服务的年限进

行评价

a.＞10（3分）

b.（5，10]（2分）

c.（2，5]（1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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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指标（续）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业务

表现

市场

影响

产业

影响

力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

域的相关产品或服务，引

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

新或市场发展的影响能

力，如在产业链关键环节

及领域取得“补短板”“锻

长链”“填空白”的实际

技术突破，或有助于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的培育壮大等

a.具有显著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

场发展的影响能力（5分，7分]

b.具有较强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

场发展的影响能力（3分，5分]

c.具有一定地引领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创新或市

场发展的影响能力（0分，3分]

d.未产生明显产业影响力（0分）

7

行业

资质

荣誉

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领域获得的国家级、省部

级、市级或区级奖项、资

质、荣誉、认定及证书的

情况，国家级行业协会颁

发的相关资质、荣誉、认

定或证书视为省部级，科

学技术进步奖按照更高

一级行业资质荣誉得分，

在国际上获得行业认可

的同等级别行业资质荣

誉，按对应等级行业资质

荣誉得分

a.获得1项国家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

书（4分）

b.获得1项省部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

书（2分）

c.获得1项市级奖项、资质、荣誉、认定或证书

（1分）

d.每多一项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区级资质荣

誉，分别加1分、0.5分、0.3分、0.2分

6

环境

表现

温室气体排放

水平

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运

营过程向环境排放温室

气体的情况。温室气体排

放水平数据宜以碳核查

机构出具的报告数据为

准

a.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

比例大于等于3%。（4分）

b.企事业单位碳排放强度相较上一年度的下降

比例大于等于1%、小于3%。（2分）

c.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4

工艺设备材料

从企事业单位自身生产

运营过程中采用工艺、设

备及原材料的绿色化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绿色建造施工水平评价，或获得绿色工厂认

证（3分）
3

能源资源利用

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情

况

a.有使用可再生能源（2分）

b.未使用可再生能源（0分）
2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

固体废物产生量的比值

a.≥60%（2分）

b.[20%，60%）（1分）

c.＜20%（0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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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企业认定综合评价指标（续）

E.2 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指标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评价指标见表E.3和表E.4。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

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各评价指标佐证材料索引见表D.3和表D.4。

表 E.3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符合性评价指标

表 E.4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综合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社会

表现

内部行动

企事业单位开展绿色行动

的情况，满足其中任一项

可得分

发布碳中和规划或行动方案、创建近零碳排放试

点、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创建碳普惠低碳场景

或实现多场大型活动碳中和等绿色行动（2分）

2

企事业单位开展信息披露

的情况

主动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

通过公开渠道披露产品或服务技术性能、资源能

源消耗情况、环境信息等相关内容，或依法依规

披露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情况（2分）

2

企事业单位开展低碳培训

的情况

每年对员工开展2次及以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等主题培训（1分）
2

社会责任

企事业单位履行公共关系

和社会公益责任的情况，

满足其中任一项可得分

主动举办环保公益活动，或参加环境保护、教育、

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或积极对重大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提供援助（1分）

2

企事业单位实施供应链绿

色化管理的情况，满足其

中任一项可得分

获得在有效期内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或实施供应商绿色化管理相关制度（2分）
2

总得分

指标 符合性评价 评价标准 符合性结论

目录

符合

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绿色低碳产业相关指导目录中“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所涵盖的产业类别，或在当地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

其他相关产业类别

是/否

技术

符合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及各省市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文件列明的有关设计、能

效、性能、安全、贮存、回收、标识、施工、评价、验收、管理、运维等技术要求
是/否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技术

表现

有效

知识

产权

项目直接应用的、与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的有效知

识产权，按知识产权类别和知

识产权获得形式加权计算数量

a.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14

分，20分]

b.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良好水平（8

分，14分]

c.有效知识产权的应用数量处于行业一般水平[0

分，8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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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认定综合评价指标（续）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标准

分 值

（分）

得 分

（分）

技术

表现

关键

技术

先进

性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相关

产品或服务的核心技术先进水

平，选取在该行业具备典型代

表性的核心技术水平

a.关键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具有显著技术引领

作用（15分，20分]

b.关键技术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具有一定技术推动

作用（10分，15分]

c.关键技术处于行业平均水平（0分，10分]

d.未满足上述任何一项（0分）

20

环境

效益

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

采购方应用项目相关产品或服

务过程中取得的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生态良好相关实际环

境效益贡献量和涉及的环境效

益种类数量

a.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显著，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5分，20分]

b.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较好，处于行业良好水平

（10分，15分]

c.取得的环境效益效果一般，处于行业一般水平[0

分，10分]

20

环境

表现

工艺

设备

材料

从项目采用工艺、设备、材料

的绿色化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价

a.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较高（10分，15分]

b.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中等（5分，10分]

c.设备材料绿色化程度一般（0分，5分]

15

绿色

低碳

运营

从项目的单位总投资综合能

耗、单位总投资用水量、单位

总投资用地面积、单位总投资

碳排放量、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a.五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20分，25分]

b.四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15分，20分]

c.三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10分，15分]

d.两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5分，10分]

e.一项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0分，5分]

25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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