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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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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绿色园区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食品绿色园区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了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描述了

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判定。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工业园区的绿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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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2013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HJ 274－2015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JT/T 1457－2023  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绿色园区  green food-industrial park 

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以食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园区入驻食品产业

集群或食品加工企业为主，食品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0%或食品企业数量占比 50%以上，在能源利

用、资源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运行管理等方面绿色化水平较高的食品工业园区。 

4   评价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 

4.1   基本要求 

4.1.1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绿色、循环和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4.1.2 园区环境应符合食品企业选址及厂区环境要求；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4.1.3 园区内如有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 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4.1.4 园区内食品产业发展应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要求；纳入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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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进度完成调整。 

4.1.5 园区应建立履行绿色发展工作职责的专门机构、配备 2 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4.1.6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完成国家或地方政

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4.1.7 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

录的产品。 

4.1.8 制定园区绿色工厂培育计划，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                                                                                                                                                                                                                                                                                                                                                                                                                                                                                                                                                                                                                                                                                                                                                                                                                                                                                                                                                                                                                                                                            

4.2   评价指标体系 

食品绿色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由两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一级评价指标包括能源利用、资源利

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运行管理 6 个基础指标和 1 个综合性加分项指标；二级评价指

标有 40 个，具体见表 1。 

表 1  食品绿色园区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引领值 类型 分值 

1 

能源利用(25 分)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6 必选 7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20 必选 7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5 必选 3 

4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 0.45 必选 8 

5 

资源利用(20 分) 

水资源产出率 元/m
3
 2500 必选 5 

6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
2
 17 必选 5 

7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100 必选 3 

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65 必选 5 

9 中水回用率 % 30 2 指标选 1

项 
2 

10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60 

11 

基础设施(10 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必选 4 

12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30 2 项指标选 1

项 
4 

13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60 

14 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 % 90 
3 项指标选 1

项 
2 15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30 

16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或充电桩 - 具备 

17 

产业发展(15 分)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 40 必选 4 

18 省级以上绿色工厂占园区规上工业企业比

例 
% 3 必选 4 

19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 30 必选 2 

20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2 项指标选 1

项 
2 

21 现代服务业比例 % 30 

22 食品加工上下游产业关联度 % 50 2 项指标选 1

项 
3 

23 食品产业集群(或基地)  是 

24 

生态环境(20 分)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 % 100 必选 2 

25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 9 必选 5 

26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3.2 必选 5 

27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0.2 必选 5 

28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80 必选 1 

29 绿化覆盖率 % 30 
3 项指标选 1

项 

2 

 
30 道路遮荫比例 % 80 

31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 80 

32 

运行管理(10 分) 

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完善 必选 2 

33 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 - 是 必选 4 

34 绿色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完善 必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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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综合性加分项

（10 分） 

园区管理机构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和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 
- 通过 可选 3 

36 园区内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 50 可选 1 

37 园区内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 50 可选 1 

38 园区内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 100 可选 1 

39 园区内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

比例 
% 100 可选 1 

40 园区建立能源监测管理平台和工业绿色微

电网 
- 是 可选 3 

注：指标的解释见附录 A。 

    其中基础指标分值和为 100分，综合性加分项为 10分，总得分为 110分。 

4.3   取值规则 

4.3.1   指标值的计算 

食品绿色园区评价指标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定量指标的计算见附录 A。 

4.3.2   单项指标分值的计算 

a) 定量指标分值计算 

定量指标中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为逆向指标，其余是正向指标（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和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除外）。评分方法如下： 

1） 正向指标：指标值≥引领值，得分=分值；指标值＜引领值，得分=指标值/引领值×分值；  

2） 逆向指标：指标值＜引领值，得分=分值；指标值≥引领值，得分=引领值/指标值×分值； 

3）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和综合能耗弹性系数指标： 

⚫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0，评价对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工业企业综合能耗）年

均增长率＞0 时，弹性系数指标评分按逆向指标评分方法； 

⚫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0，评价对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工业企业综合能耗）年

均增长率＜0 时，弹性系数指标评分按正向指标评分方法； 

⚫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0，评价对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工业企业综合能耗）年

均增长率≤0 时，弹性系数得分=分值； 

⚫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0，评价对象（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工业企业综合能耗）年

均增长率≥0 时，弹性系数得分为 0 分。 

b) 定性指标分值计算 

I 类定性评价指标（二级指标 11、16、23、35）评分原则：具备，得分；不具备，不得分； 

II 类定性评价指标（二级指标 32、33、34）评分原则：根据完善程度，完善满分；不完善可以

酌情减分，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数据来源 

本文件中数据采集以统计部门、环保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环保部门未进行统计的数据，采

用现场调研数据。 

5.2   指标数据统计范围和周期 

本文件未作特殊说明，数据统计范围为园区内所有企业。数据统计周期为上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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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价结果的计算 

按式（1）计算食品绿色园区的评价结果： 

𝑃 = ∑ 𝑄𝑖

𝑛

𝑖=1

                             … … … … … … … … … … … (1) 

式中：P ——评价结果； 

      Q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值； 

      n ——评价指标总数。 

6   评价结果判定 

评价结果 80 分（含）以上，可评为食品绿色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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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A.1  能源产出率 

指报告期内园区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该项指标越大，表明能源产出效率越高。能源

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等一次能源。能源消耗按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

通则》计算，工业增加值采用 2010 年不变价，下同。计算公式见式（A.1）： 

ηe =
G

E
                                   … … … … … … … … … … (A. 1) 

    式中： 

ηe——能源产出率，单位为万元/tce；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不变价）； 

E ——能源综合消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A.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与综合能耗总量的比值。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

质能、地热能、氢能、波浪能等非化石能源。计算公式见式（A.2）： 

Rrer =
Erer

Ei
× 100%                    … … … … … … … … … … (A. 2) 

    式中： 

Rrer——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Erer——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Ei  ——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A.3  清洁能源使用率 

指清洁能源使用量与园区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之比，能源使用量均按标煤计。其中，清洁能源包括用

作燃烧的天然气、焦炉煤气、其他煤气、炼厂干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燃气、电和低硫轻柴油等清洁燃

油（不包括机动车用燃油）。计算公式见式（A.3）： 

Rce =
Ece

Ef
× 100%                         … … … … … … … … … … (A. 3) 

式中： 

Rce——清洁能源使用率，（%）； 

Ece——清洁能源使用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Ef ——终端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A.4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三年综合能耗总量年均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

（A.4）: 

Ke =
Re

Rg
× 100%                         … … … … … … … … … … (A. 4) 

式中： 

Ke——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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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综合能耗总量年均增长率，（%）； 

Rg——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计算参照 HJ 274-2015，5.2.3。综合能耗总量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相

同。 

A.5  水资源产出率 

指报告期内园区消耗单位新鲜水量所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用新鲜水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

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新鲜水量（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不与工业废水混排的除外），等于企业从城

市自来水取用的水量和企业自备水用量之和。计算公式见式（A.5）： 

ηw =
G

Qwa
                                    … … … … … … … … … … (A. 5) 

    式中： 

ηw   ——水资源产出率，单位为万元/ m3；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不变价）； 

Qwa——园区工业用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6  土地资源产出率 

指报告期内园区单位工业用地面积产生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用地面积指工业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内

按照土地规划作为工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土地面积。工业用地指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

等用地，包括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路等用地。计算公式见式（A.6）： 

ηl =
G

𝑆𝑖
                                    … … … … … … … … … … (A. 6) 

    式中： 

ηl ——土地产出率，单位为万元/ km2；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不变价）； 

Si  ——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km2）。 

A.7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率。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量指报告期内企业通过加工、循环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

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如酒糟可以回用及

用作饲料、豆制品企业豆渣综合利用等。综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计算公式见式（A.7）： 

Ruisw =
Muisw

Mtisw
× 100%                       … … … … … … … … … … (A. 7) 

式中： 

Ruisw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Muisw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t）； 

Mtisw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单位为吨（t）。 

A.8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百分率。工业重复用水量指报告期内企业生产用水中重复再

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和串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工业用水总量指报告

期内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它等于工业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用水量之和。计算公式见式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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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r =
Qwr

Qwc
× 100%                    … … … … … … … … … … (A. 8) 

    式中： 

Rwr——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Qwr——工业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wc——工业用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9  中水回用率 

指园区内再生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处理量的比值。其中，再生水（中水）是指二级达标水经再

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中水水质指标要求，满足某种使用要求的水。计算公式见式（A.9）： 

Rrw =
Qrw

Qw
× 100%                    … … … … … … … … … … (A. 9) 

    式中： 

Rrw——中水回用率，（%）； 

Qrw——园区再生水（中水）回用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w ——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10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已回收利用的余热占园区余热资源的比重。它是反映企业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余热

回收利用是回收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出的具有高于环境温度的气态（如高温烟气）、液态（如冷却水）、固

态物质所载有的热能，并加以利用的过程。园区余热资源量按照 GB/T 1028 计算。计算公式见式（A.10）： 

Rsh =
Qrsh

Qsh
× 100%                    … … … … … … … … … … (A. 10) 

    式中： 

Rsh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Qrsh——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量，单位为千焦（kJ）； 

Qsh ——园区总余热资源量，单位为千焦（kJ）。 

A.11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园区内所有工业废水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后进入安装有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园区内或园区外）。 

A.12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园区新建工业建筑中的绿色建筑是按照 GB/T 50878-2013《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评价，获得二

星及以上评级的工业建筑。计算公式见式（A.11）： 

Rgib =
Sgib

Snib
× 100%                    … … … … … … … … … … (A. 11) 

    式中： 

Rgib——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Sgib——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nib ——园区新建工业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13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园区新建公共建筑中的绿色建筑是按照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评价，获得二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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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级的公共建筑。计算公式见式（A.12）： 

Rgpb =
Sgpb

Snpb
× 100%                    … … … … … … … … … … (A. 12) 

    式中： 

Rgpb——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Sgpb——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npb ——园区新建公共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14  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 

园区公共交通车站 500 米覆盖面积的总和占园区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计算公式见式（A.13）： 

Rcb =
S500

S 
× 100%                         … … … … … … … … … … (A. 13) 

    式中： 

Rcb ——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 

S500——公共交通车站 500 米覆盖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  ——建成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公共交通车站覆盖面积参照 JT/T 1457－2023《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计算。 

A.15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新能源公交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公交车。非插电式混合动力

公交车是指没有外接充电功能的混合动力公交车。新能源公交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合称节能

与新能源公交车。计算公式见式（A.14）： 

Reb =
Neb

N𝑏
× 100%                         … … … … … … … … … … (A. 14) 

    式中： 

Reb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Neb——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数量，单位为辆； 

Nb ——园区公交车总量，单位为辆。 

A.16  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或充电桩 

    园区管理部门应依据园区内的道路布局合理设置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或充电桩。 

A.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是指依据《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工业范畴的高新技术企业。计算公式见式（A.15）： 

Rhti =
Ghti

Ggvo
× 100%                         … … … … … … … … … … (A. 15) 

    式中： 

Rhti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Ghti ——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产值之和，单位为万元； 

Ggvo——园区工业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A.18  省级以上绿色工厂占园区规上工业企业比例（绿色工厂占比） 

园区内省级以上绿色工厂数量占园区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比值。其中，绿色工厂是指依据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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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2－2018《绿色工厂评价通则》认定的省级及省级以上工业企业。计算公式见式（A.16）： 

Rgf =
Ngf

Nf
× 100%                         … … … … … … … … … … (A. 16) 

    式中： 

Rgf ——绿色工厂占比,（%）； 

Ngf——园区内省级以上绿色工厂数量； 

Nf ——园区内规上工业企业总数。 

A.19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园区内绿色产业的增加值与园区工业增加值的比值。其中，绿色产业增加值是依据国家统计局《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关于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具体分类统计得到。计算公式见式

（A.17）： 

Rgi =
Ggi

 G
× 100%                         … … … … … … … … … … (A. 17) 

    式中： 

Rgi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Ggi——绿色产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A.20  人均工业增加值 

指园区工业增加值与园区内工业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18）： 

Gpcg =
G

Np
                                 … … … … … … … … … … (A. 18) 

    式中： 

Gpcg——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Np  ——园区年末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单位为人。 

A.21  现代服务业比例 

为适应现代园区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主要包

括基础服务（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生产和市场服务（包括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业

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个人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

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和公共服务（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

公益性信息服务等）。计算公式见式（A.19）： 

Rmsi =
Gmsi

Gdp
× 100%                   … … … … … … … … … … (A. 19) 

    式中： 

Rmsi——现代服务业比例, （%）； 

Gmsi——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Gdp——园区 GDP，单位为万元。 

A.22  食品加工上下游产业关联度 

园区内具有上下游关系的食品生产企业数量与园区生产企业总数量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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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 =
Nicf

Ntf
× 100%                      … … … … … … … … … … (A. 20) 

    式中： 

Ric ——食品加工上下游产业关联度,（%）； 

Nicf——园区食品加工上下游生产企业数量； 

Ntf ——园区生产企业总数量。 

园区上下游生产企业数量，为园区中存在食品产品交换或副产物交换关系的生产企业数量。 

注：对园区中任何一家生产企业，只要园区中存在别的生产企业为它提供原料，或利用园区内其他生产企业产生的

副产物或废弃物，或向园区内其他生产企业输出产品、副产品等，均可视为园区上下游企业。 

A.23  食品产业集群(或基地)  

具有食品产业集群或食品产业基地等省级以上认定资格，具有相应证明材料。 

A.24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 

园区范围内各工业企业安全处置、综合利用及安全贮存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含危险废物）之和与当

年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1）： 

Rdisw =
Mdisw

Maw
× 100%                … … … … … … … … … … (A. 21) 

式中： 

Rdisw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 

Mdisw ——园区当年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量，单位为吨（t）； 

Maw  ——园区当年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单位为吨（t）。 

A.25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的创建期年均消减率。创建期是指绿

色园区创建周期。计算公式见式（A.22）： 

R𝐶𝑒 = [1 − (
M𝐶2

MC1
)

1
𝑚⁄ ] × 100%        … … … … … … … … … …（A. 22） 

式中： 

RCe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MC2 ——验收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q./万元)； 

MC1 ——创建基准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q./万元)。 

m  ——创建周期，单位为年。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参照 HJ 274《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A.26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指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量，不包括企业梯级利用的废水和园区内居民排放的生活

废水。计算公式见式（A.23）： 

Qwv =
Qwwd

G
× 100%                    … … … … … … … … … … (A. 23) 

    式中： 

Qwv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t/万元）； 

Qwwd ——园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 

G   ——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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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排放的各类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的算术平均值。其中，主要污染物指从创建

基准年到验收年，国家政策明确要求总量减排和控制的污染物，包括 COD、SO2、氨氮、NOX 等，根

据园区食品企业污水特点可适当增加 BOD5、总磷（TP）、总氮（TN）和总有机碳（TOC）。 

某种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排放的某一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三年年均

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三年年均增长率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4）： 

kn =
Rq

Rg
                                … … … … … … … … … … (A. 24) 

    式中： 

kn——某种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Rq——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创建周期年均增长率，（%）； 

Rg ——园区工业增加值创建周期年均增长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是各类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公式见式（A.25）： 

 K =
k1+k2+⋯+kn

n
                  … … … … … … … … … … (A. 25) 

式中： 

K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N ——污染物种类。   

注：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参照生态环境部发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公告 2021 年 第 24 号）

计算或实际测量数据。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建设期年均增长率参照 HJ 274《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计算。   

A.28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空气质量优良等级按照 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确

定。 

A.29  绿化覆盖率 

园区内各类绿地总面积与园区规划范围内用地总面积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6）： 

Rgl =
Sgl

 S
× 100%                         … … … … … … … … … … (A. 26) 

式中： 

Rgl——绿色覆盖率，（%）； 

Sgl ——园区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  ——园区用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0  道路遮荫比例 

指道路两旁树冠垂直投影遮蔽的总阴影面积与步行道路总面积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7）： 

Rrs =
Srs

 Sr
× 100%                         … … … … … … … … … … (A. 27) 

式中： 

Rrs——道路遮荫比例，（%）； 

Srs——道路两旁树冠垂直投影遮蔽的总阴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r ——步行道路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1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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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露天停车场树冠垂直投影遮蔽的总阴影面积与露天停车场总面积的比值。计算公式见式（A.28）： 

Rps =
Sps

 Sp
× 100%                         … … … … … … … … … … (A. 28) 

式中： 

Rps——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Sps——露天停车场树冠垂直投影遮蔽的总阴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p ——露天停车场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2  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主要考核是否建立与其产业链和主导产业相适应的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具体包括能源利用绿色化

标准、资源利用绿色化标准、基础设施绿色化标准、产业绿色化标准、生态环境绿色化标准等；是否制

定监管强制性绿色相关标准执行的有关制度文件；是否开展绿色相关标准的宣贯和培训等。 

A.33  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 

按照本实施方案的创建内容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原则上每五年编制一次。 

A.34  绿色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主要考核是否创建局域网；是否定期在园区管委会网站、局域网或相关网站上发布绿色园区建设和

改造信息；是否在园区局域网上有园区主导行业清洁生产技术信息（主要包括原材料选择、节水、节能、

环保等方面）、废物资源化技术信息、绿色建筑技术信息、绿色交通技术信息、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等。 

A.35  园区管理机构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指园区管理机构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 

A.36  园区内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总数量的比值。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依据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A.37  园区内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总数量的比值。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依据 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A.38  园区内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总数量的比值。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依据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A.39  园区内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比例 

指园区内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总数量的比值。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的建立依据 GB/T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A.40  园区建立能源监测管理平台，建立工业绿色微电网 

指园区建立了总能源监测管理平台和工业绿色微电网，提供有效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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