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五届六次会议提案
（第 20200083 号）的答复

尊敬的各位政协委员（农工党、万好君、王文合、李玉兰、李民

炬、张玉良、周弋邦、赵文静、钟如仕）：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五届六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推进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全域近零碳排放示范区的建议》（第

20200083 号）已收悉，提案作为福田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我

局高度重视，与会办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提案进行了研

究，现就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完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机制，用数据为决策服务

2020 年初，市生态环境局率先选取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作

为深圳市推进低碳试点示范的 2 个区域之一。我局协助深圳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完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碳排放情

景测算》与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工作。本次测算的结果为深港合

作区近零碳排放建设提供了基础数据，并对合作区建设成为近零

碳排放区的目标指标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我局计划 2021 年协

助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对福田区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并增强



后续分析和清单利用。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碳排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建筑、工业企

业、交通以及废物处理碳排放，其中工业企业和建筑为园区碳排

放主要来源。

二、“绿电”助力能源供给新模式

目前绿电的市场价格不占优势，往往需要依赖国家补贴，由

于绿电的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区域电力市场未打通，配售电市

场不成熟，导致绿电交易困难，绿电的消费水平无法提高。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近零碳排放建设主要途径是对能源的

合理利用，但因空间位置和建筑产权等问题，目前暂未大规模使

用可再生能源，目前只应用了太阳能光伏灯杆等小型装置设备。

深能源与园区办正在研究在深港合作区应用集中供冷站、水源热

泵、风电、分布式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建设使用

的可行性，为合作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

系提供技术支持与保障。

三、“五大行动”推动建筑全生命周期节能

（一）提高绿色低碳建筑标准，提高建筑节能水平。我国《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最新标准在 2019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新标

准”作为规范和引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根本性技术标准，自

2006 年第一版发布以来，历经十多年的“3 版 2 修”，此次修订

之后的“新标准”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20 年新出台的《深圳市重点区域建设工程设计导则》中

确定深港创新合作区内福田保税区部分为重点区域，要求重点区

域内准入建筑应满足：其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新型产业建筑，

应至少达到现行国标绿色建筑评价二星级；大型公共建筑和标志

性公共建筑，应达到现行国标绿色建筑评价三星级；厂房、仓库

和物流建筑，应至少达到现行国标绿色工业建筑评价一星级。目

前合作区内进行的改扩建项目均按照绿色建筑进行设计建造。

目前深港合作区正在进行的深福保综合服务项目和深港开

放中心项目分别以绿建三星和二星标准进行设计建设；深国能大

厦改建项目以绿建三星标准进行改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以高效，

兼容，绿色为关键词，计划将皇岗口岸打造为高效便捷的出入境

和立体综合交通枢纽、集商业、文化、生活于一体的未来口岸、

以人为本的绿色公共空间。

（二）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上的应用。区住建局在

2019 年进行的《福田创建绿色建筑创新发展示范区研究报告》

中建议以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园区作为近零碳排放园区建

设示范区，并建设超低能耗及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三）加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根据《深圳市绿色建筑量质

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市住建局积极推进绿

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明确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发展要

求，在全市开展鼓励既有建筑实现绿色运行、强化公共建筑用能

管理、推动高能耗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



（四）完善和落实资金支持和激励机制，支持建筑业绿色发

展。区发改局对获得“绿色建筑评价表示”国家三星级或深圳市

铂金级认证的楼宇，给与最高 80 万元的奖励。目前已取消对绿

色建筑设计的星级补贴，只对绿色建筑运营标识进行补贴。

四、道路交通“近零碳”排放路径

（一）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进行合作区规划。在公共交通方面，

目前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地铁线路共 4 条（3 号线福保站、4

号线和 10 号线福田口岸站、7 号线皇岗口岸站），公交快线 2 条，

干线巴士 28 条，支线巴士 5 条，除福田保税区围网范围和口岸

内，500 公交站点覆盖率达 100%。《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16-2035）》中，规划 20 号线和 22 号线在福田保税区围网范

围内设立两个站点，届时将极大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进一步减少

交通碳排放。

（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大力发展快速交通系统（BRT），

提高公共交通速度，鼓励步行、自行车与共享出行，转移出行结

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保税区大部分道路两侧均设置了人行

道，步行系统整体较为完善，但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中的人行道最小宽度一般值为 3 米的规定，片区约 50%左右的道

路人行道宽度小于 3m，尚未达到规范要求，慢行空间狭窄，无

法满足片区高峰时段慢行出行需求。造成保税区早晚混行、拥堵

情况比较严重，卡车、非机动车停车占道路的情况比较明显。

市交通运输局福田局拟计划构建“一体双环”的小运量网络



结构，补充轨道和常规公交对中短距离商务、生活出行服务的不

足，增强与轨道站接驳和网络覆盖，为出行提供便利。

根据《珠三角城际轨道深圳地区布局规划（修编）》中计划

将深汕城际、深广中轴城际、穗莞深城际三条城际轨道线延伸至

皇岗口岸，实现福田与湾区重点城市的高效快速联系，全面提升

福田作为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中心区功能，并计划对广深高速改扩

建、皇岗路快速路改造等复合通道建设形成高效快速对外道路体

系，重点支撑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开发建设。

道路建设方面目前规划合作区道路网密度为 14km/km
2
，达到

较高水平。对外干道与内部支路系统进行完善，构建“三快五主”

对外联系通道布局；对内路网以福田南路-绒花路为内部贯穿主

轴，构建小街区密路网格局，形成“五横五纵”骨架路网，为合

作区内提供出行便利。

（三）建设智能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目前福田区采用的是智

能公交调度系统，优化行车路线和发车时间，高峰时间增发车辆，

并保证始发站准点率 100%。

（四）提供新能源汽车购买刺激政策。市发改委在 2020 年

提出《深圳市 2019-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营部财政补贴实施细

则》中提出对符合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充电设施建设、

动力蓄电池回收等方面予以补贴。

五、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建设政策支撑体系。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的建设受到领导高度重视，由市发改委进行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总体规划编制的同时编制了专项规划，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牵头编制了《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综合交通规划》和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空间规划》，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均充分

考虑了合作区绿色低碳发展。

（二）强化技术支撑，助力近零碳发展。我局在《福田区生

态环境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中，拟提出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一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低碳产业发展；二是创新智慧园区建设模式，提出推进建设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智慧生活系统、智慧市政管理系统；三是推

动建设“无废园区”标杆，建设园区废弃物循环化利用；四是推

动建设生态园区，营造绿色开放空间体系。助力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近零碳排放建设。

（三）注重宣传引导，聚力近零碳排放。我局在 2020 年 6•

5 环境日系列宣传工作日，以“美丽生态，福田先行”为主题开

办“无废城市细胞创建工作”、“携手节能减排，优享生态福田”

等多主题宣传活动，为城市建设，低碳生活助力。

近零碳排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努力，更需要

多部门、全方位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我局将加强协调、创造条

件，积极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近零碳排放区建设工作。

再次感谢委员们对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近零碳排放建设的

关心，欢迎和期待您们对相关工作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此页无正文）

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3 日

（联系人：孙晓晨，15018539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