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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外，其他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非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直接管辖。

SEZ（特殊经济区）的国际典范：中国的开发区

国家級経済技術開発区 国家級ハイテク開発区 税関特殊監督区域 国境経済協力区 省レベルの開発区
他の種類の国家級開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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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部门

商务部 科技部 海关 商务部

国家级



首批 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闵
行、虹桥、漕河泾。

第一批开发区建设时的景象（1984 年）

目前的景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

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4



•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布（2021年度）

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概述 —— 分布情况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共50个

共68个

共112个

• 北京市 1个  
• 天津市 6个   
• 河北省 7个

京津冀地区 

• 上海市 6个  
• 江苏省 27个   
• 浙江省 22个
• 安徽省 13个

长三角地区 

大湾区 ：5个

此外还有省级培育期经开区
160余个



国家级经开区以全国不到0.3%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占全国11%的国内生产总值。

11.4%

21.5%

20.5%

0% 5% 10% 15% 20% 25%

地区生产总值

进出口总额

利用外资金额

外资外贸

• 2021国家级经开区外资外贸水平高质量发展
（相较于全国经济发展总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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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

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国家循环化改造试点园区

国家绿色园区

绿色品牌建设情况

• 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品牌创建成果显著。
• 截至2021年底，国家级经开区内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5万家。

科技创新企业情况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绿色发展

423亿美元

10万亿元人民
币

15万亿元人民币



名次 开发区名称

1 苏州工业园区

2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5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6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7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8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9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1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名次 开发区名称

16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18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20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21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3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4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25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26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27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28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29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

• 来源：商务部外资司

2020年度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评价（TOP30）

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概述 —— 综合指标

30%

30%
15%

15%

10%

综合发展水平考核指标(2021版)权重情况

对外开放
发展质量
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
统筹协调

代码 二级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指标
权重

14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量

吨标准煤/万
元，吨二氧化

碳/万元

统计
部门 4%

16 园区二氧化碳排放量
增长率 % 统计

部门 3%

对外开放＋绿色发展：45％



绿色标注，48家国家级经开区使用清洁能源比例处于75%（不含）到

100%之间；

蓝色标注，35家国家级经开区使用清洁能源比例处于50%（不含）到

75%之间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绿色发展

■≤5%  ■5%-10%  ■10%-15%

■15%-20%  ■20%-25%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再生能源
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

 部分国家级经开区已出台的绿色激励政策

国家级经开区 政策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激励方向

苏州工业园区

2019-03-15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2021-03-09 《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22-08-17 《关于支持新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 绿色低碳服务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09-2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1年度绿色发展资金支持政策》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9-07-08 《北仑区（开发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扶持政策》 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06-01 《北仑区（开发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经济高质量发展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09-16 《泉州开发区绿色数字技改专项行动方案》 绿色、环保、低碳、数字转型类项目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07-30 《支持绿色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2021-12-15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施方案》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广州开发区

2020-04-28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绿色金融

2021-05-12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2022-11-21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措施实施细则》 绿色金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06-09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发展暂行办法》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09-02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持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 制造业产质量发展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10-01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发展暂行办法》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2021-12-10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发展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07-29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05-01 《南昌经开区关于促进绿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绿色、环保、低碳类项目



截至2022年底截至2023年4月，全国共建立了87家国际合作园；包括  6 家基于双边商贸协定推动的国际合作生态

园； 11个省份推动建立了 81 个省级国际合作产业园（含培育期）。

国际合作园区各省分布数量 国际合作园区合作国别分布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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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美国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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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数量

Ø 德国19家

Ø 日本10家

Ø 韩国9家

Ø 浙江26家

Ø 江苏19家

Ø 四川18家

68%落户于经济类开发区；
32%设立在高新区、新区等其
他开发区。。

43家与欧洲国家（地区）
开展合作，占比约47%；

38家与亚洲国家（地区）
开展合作，占比约46%；

23家与“一带一路”国别
的合作的有23家，占比26%。

以浙江省为例，2021年全
省建成类合作园实际使用外资
20.75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
外资总额的11%。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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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关键零部件

生命医药大健康

高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

园区数量

46%园区将智能制造定为
主导产业之一；

43%将电子信息定为主导
产业之一；

32%将高端装备制造、
生命医药大健康定为主导产业
之一。

绿色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能源汽车、氢能、节
能环保以及5G、半导体、
智能网联、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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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序号 省份 园区名 主导产业

发展改革委员会推进的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2020年6月）

1 山东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 聚焦材料科学、能源技术、生物加工和信息与通信等基础产业

2 四川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 聚焦文化和创意产业

3 辽宁 中日（大连）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

4 江苏 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 聚焦先进制造业、高科技研发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5 上海 中日（上海）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 聚焦氢能产业

6 天津 中日（天津）地方健康产业
发展合作示范区 聚焦制药、医疗和保健领域的科技研究与应用

中日国际合作园区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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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园区名称 合作国别 成立时间 地理位置

1 浙江省 浙江中日（平湖）产业合作园 日本 2015年 平湖经开区

2 浙江省 浙江中日（武义）产业合作园 日本 2021年 武义经开区

3 江苏省 中日（丹阳）智造创新合作园 日本 2011年3月 丹阳经开区

4 江苏省 苏州（相城）中日智能制造协同
创新区中心区 日本 2020年3月 相城经开区

5 江苏省 中日（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园 日本 2020年9月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 江苏省 中日（泰兴）新材料产业园 日本 2021年 泰兴经开区

7 四川省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日本 2020年4月 成都高新区

8 安徽省 安徽中日（长丰双凤）国际合作先进制造产业园 日本 2020年 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

9 河南省 河南中日（开封）国际合作产业园 日本 2023年2月 开封经开区

中日国际合作园区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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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国际合作园区的典型案例

中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截止2021 年，累计建成 15 个重点节能环保产
业项目，包括世界机械工业 500 强的日本荏原
环保项目、全球首家磷酸铁锂电池产业化企业
力神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大陆流体等。
2021 年累计完成投资 132 亿元，2021年产值
超过 82 亿元。

浙江省中日(平湖)产业合作园
中日（平湖）产业合作园于2000年成为省级开发区，同时也是浙江
省政府批准的日资企业投资集聚区，2015年成功入选首批浙江国际
产业合作园创建名单，是全国唯一以日资企业为特色的国家级产业
园区。 园区面积约65平方公里，目前已有300多家外资企业落户平
湖，其中日资企业100多家；2021年，38家规模以上日资企业实现
产值242.55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占开发区整体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 39.6%。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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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国际合作园区的合作机会

曹妃甸东北亚国际生态产业园

唐山市处于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东北亚地区通往
欧亚大陆桥距离最近的起点之一。曹妃甸位于唐山市南部
沿海，总面积211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5万。曹妃甸东北
亚国际生态产业园规划面积39.7平方公里，现有产业类别
包括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型建材家具制造、
纸制品等。2022年新注册贸易服务企业260余家，贸易额
高达130亿元。政策补贴优势明显，各类工业建设成本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20%。针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外资企业也
有多项专项优惠政策。
目前，曹妃甸东北亚国际生态园正在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及再制造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

上图：2023年5月，与日本商会、日中经济协会
组织日资企业赴曹妃甸经开区考察交流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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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期间新能源产业链配套技术的引进方向

在 "十四五 "期间，
产业园的新能源产业
链有可能在储能、供
能和光伏领域引进配
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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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风力发电机组
风力发电

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
低温型风力发电机、发电风轮叶片及其他零配件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风轮叶片及其他零配件

太阳能用蓄电池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半导体件专用设备制造
设备维修

可再生能源制氢
甲醇裂解制氢

固态合金储氢技术
高压气态储氢

电力供应
电线、电缆制造

锂离子电池
抽水储能
钠硫电池
超导储能

储热
燃料电池
其它产业其他工业

燃料电池
蓄热

超导储能
钠硫电池

抽水蓄能发电
锂离子电池

电线电缆制造
电力供应

高压气态储氢
固体合金储氢技术

甲醇裂解制氢
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

设备维修
半导体元件专用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太阳能电池制造

海上风力涡轮机、风力涡轮机叶片和其他备
件

低温风力涡轮机、风力涡轮机叶片和其他备
件

导航、测绘、气象和
海洋专用设备制造

风力发电
陆上风力涡轮机



指导单位：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                  成立时间：2016年8月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旨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国家级经开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加快构

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年5月，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内的来自全球的8家特殊经济区组织联合发起的全球特殊经济区

联盟（GASEZ）正式成立，绿盟是GASEZ中方唯一发起单位，也是GASEZ中国联络处。

关于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 

第一届（2016）：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第二届（2017）：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第三届（2018）：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第四届（2019）：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第五届（2020）：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第六届（2021）：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历届主席单位：



绿盟简介 ——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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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广州中心
覆盖广东省、广西省

绿盟苏州中心（碳路科技）
覆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四川省

绿盟常设秘书处北京办事处（总部）
与国家部委、驻华使馆商协会、行业机构合作，主要覆盖北京市

绿盟河南中心
覆盖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

绿盟南昌中心
覆盖江西省、福建省ー

绿盟山东中心
覆盖山东省、河北省

2022
NEW

2022
NEW

2022
NEW

绿盟常设秘书处（总部）及天津分中心
覆盖天津市

绿盟合肥中心
覆盖安徽省、湖北省

其他省市由秘书处总部（天津、
北京）进行对应。



绿盟简介—— 服务职能

• 官方网站、绿盟云智库
• 收集230个国家级经开区、1000余条绿

色低碳技术相关信息

• 参与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双碳课
题研究

• 为30余家国家级经开区提供碳达峰行动规划
支撑

• 为20余家国家经开区提供绿色低碳品牌支撑

• 与17个国别使馆、商协会及60余个国际机构
组织建立联络，服务外方绿色低碳技术“走
进来”，传播中国工业园区发展经验“走出
去”

• 参与发起可持续发展投融资伙伴关系共识
• 与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中国进出口银行等

20余个国内金融机构、投资基金服务园区绿
色金融项目需求

• 2020年启动“绿创杯”绿色技术创新大赛
• 两届赛事收录200余个优秀技术，入围技术

38项，融资规模65亿元



自中国双碳目标颁布以来，积极与日方建立合作网络。

与日方合作的沿革

第十六届日中节能环保论坛签署三项谅解备忘录
左上: 日中经济协会
左下: 日立制作所、日立中国和强生日立
上图: MUFG银行



绿盟面向日系制造业、生产企业的服务

碳咨询 碳培训 GHG、CFP可视化数字平台

• 碳核查
• CCER开发
• CFP（碳标签）
• 绿色工厂申报
• 绿电采购协调（天津、苏州

已有案例）
• 各地区的 CN 企业网络（与

地方发改委、商务厅、商务局和
开发区管委会合作）

• 各地政策解读会

• 日企定制化培训

• GHG碳排放管理员培训

• 分行业企业定制化培训主题

• GHG可视化管理平台

支持个性化定制开发

中国・ISO国际两类标准

自动生成排放因子

• 产品碳足迹测算平台

与中国机电商会合作

支持个性化定制开发

EPD中国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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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面向日系制造业、生产企业的服务

2021年11月・2022年8月　电装集团天津工厂、南
沙工厂培训研讨会

2022年6月・8月　天津经开区、苏州工业园区绿电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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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与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一汽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携手组织的碳中和及绿
电交易沙龙交流会



绿盟面向日系绿色低碳技术解决方案企业的服务

“绿创杯”绿色技术创新大赛

• 2020年启动、共举办两届

• 截止目前共收集100余个优质项目，融资意向

金额超过60亿元

• 免费报名参与

• 第三届将于2023年10月ー2024年4月举办

2021－2022年度第二届优秀入围技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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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简易分类

1 向心涡轮中低品位余能有机朗肯循环发电技术 新能源
2 电动汽车智能设备与运营服务一站式解决方案 新能源
3 超高性能混凝土3D打印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节能降耗
4 流程工业节能降碳智能生产工业软件 减碳技术
5 光魄智能-基于精细化能效管理的光伏电站智慧解决方案 新能源
6 芯片级喷淋液冷数据中心 节能降耗
7 氢能加注站 新能源
8 生物基全降解塑料 资源循环利用
9 低碳型尾水深度脱氮除磷技术 环境保护

10 江苏慧智低碳智慧能源平台 减碳技术
11 钙钛矿太阳能薄膜装备 新能源
12 二氧化碳高效捕集制藻技术 减碳技术
13 GEI-基于AI算法的气体能源管理平台 减碳技术
14 专业大功率锂电移动储能电源 新能源
15 基于干法制备技术在超级电容的应用 新能源
16 甲醇重整富氢燃料电池产业化 新能源
17 奔向零碳-有机废弃物的再生能源之路 新能源
18 装配式减碳构配件供应商 节能降耗
19 电子固废拆解机器人 节能降耗
20 Metis-4D环境数据AI决策系统 节能降耗
21 轮毂电机模块化悬架驱动单元 新能源
22 基于AI、CV和自动分仓的前置仓储回收机器人 节能降耗
23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及纳米晶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 新能源
24 光伏能源供电的解决方案 新能源
25 电供暖线路负荷管理平台 节能降耗
26 AES抗菌抗病毒新材料及其市场化应用 环境保护
27 新型水系储能电池 新能源
28 碳捕集协同深度脱氮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减碳技术
29 QAHE™工业节能项目 节能降耗
30 碳捕集 减碳技术



绿色产业合作伙伴计划

l 目標：围绕绿色低碳园区确立“产业+技

术+人才+管理”的服务体系

l 形式：

参与绿盟线上沙龙进行宣讲推介

开发区（中日合作园区）市场调研

开发区（中日合作园区）技术商务对接

开发区（中日合作园区）投资合作/技术并购

合作机遇

参与绿盟围绕各个开发区层面的双碳课题

绿盟面向日系绿色低碳技术解决方案企业的服务

开发区双碳课题（部分）→ 23



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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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领域优先导入外资技术清单

产业类别 重点技术

1 光伏

高纯度多晶硅生产技术、EVA和POE光伏胶膜生产
技术、逆变器等光伏配套部件的生产技术、高效光
伏电池与建筑材料结合技术、废旧光伏组件绿色回
收利用技术等

2 风能
海上风电技术、减速器和电动变桨控制系统等关键
部件生产技术、低电压穿越能力等关键并网技术、
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回收利用技术等

3 氢能
催化剂和质子交换膜生产技术、可再生能源电解水
制氢技术、氢燃料电池技术、低温液态储运技术、
天然气管道掺氢技术等

4 生物质能 燃料乙醇生产技术、高值化生物基材料生产技术、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等

5 储能 电芯和集装系统等储能关键部件生产技术、电化学
储能电池制造技术、废旧电池绿色回收利用技术等

双碳相关课题

国家级“零碳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及配套政策研究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碳达峰、碳中和规划 商务部外资司

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吸引外资趋势研究项目 商务部外资司



合作网络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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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s: / /www.greendev.org.cn/
绿盟云智库：gpipc.greendev.org.cn

感谢聆听，期待合作

欢迎关注“绿色园区”公众号，绿盟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第2座523

电话：010-65102523

邮箱： info@gpip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