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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度市科技计划（“双碳”及大规模设备 
更新专项）项目指南 

 

一、重大专项专题 

（一）项目指南 

T1001 零碳、低碳工业流程再造：新型墙体材料，绿色可

循环板材，纺织新材料，高性能绿色混凝土制品、装配式建筑

技术装备，生态水泥生产技术装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

和新能源组合优化关键技术装备，工业气体净化设备及资源化

利用关键装备，可再生有机资源综合利用成套装备，有机固废

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 

T1002 重点行业低碳技术装备：储能电池及关键零部件，

电池智能生产线系统，低碳重型车辆和船舶油电混合动力技术

装备，低碳新材料替代技术及装备。 

T1003 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低成本高效光伏电池、组件

及制造装备，新型风电机组及关键零部件，低碳智能微电网，

光伏发电自清洁材料，新能源发电、电力、储能技术装备。 

T1004 其他：畜禽、水产绿色低碳养殖技术，农业生物质

废弃物碳资源高效转化以及其他农业、社会发展方面实现绿色

低碳、节能减排的技术。 

（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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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本类项目除须符合通知正文有关要求外，还需符合以

下要求： 

1．申报主体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持续研发投入能力，拥有

良好的产业化条件，高校、科研院所可作为技术依托参与项目

申报。项目实行限额申报，各市（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

区均限报 1 项。 

2．项目属于指南支持领域方向，须进入中试阶段，成果应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熟度高，创新性强。目标产品明确，

符合国家、省及我市产业和技术政策，附加值高，市场容量大，

产业带动性强，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3．项目经费预算合理，支出结构科学，使用范围合规。企

业申请市拨财政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不得以地方政

府资助资金作为自筹资金来源。与研发内容相关的大规模设备

更新费用可纳入项目经费预算。 

4．各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区单个项目市拨经费一般

不超过 120 万元；各市单个项目经费一般不超过 100 万元，由

市财政与相关县级市按 1:1 共同出资，其中市拨经费一般不超过

50 万元，按照市县联动方式组织实施。实行分年度拨款，其中

2025 年立项后拨付不超过 60%的市拨经费，通过中期检查后拨

付不超过 30%的市拨经费，待按期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的市

拨经费。 

二、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专题 

（一）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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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智控碳技术 

T2101 源网荷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管理、虚拟

电厂等关键技术。充电桩与充电站集成技术研发。 

T2102 基于氨燃料的船舶混合动力系统热-电匹配、高效

换热与能量管理及集成设计等关键技术，深远海风能利用关键

技术，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集群协同调控关键技术，中深层地热

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与装备研发。 

T2103 集成区块链、AI 模型、隐私计算、智能合约等技

术手段，开展钢铁、水泥、化工、电池等重点行业碳排放量在

线监测计量技术研究，数智化碳计量监测装备研发。 

2．过程降碳技术 

T2201 工业高温热泵节能降碳关键技术与工艺、化工等高

碳领域生产工艺深度脱碳、短流程制造等减污降碳关键技术，

冶金行业节能、降（脱）碳、污染物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关键

技术，高效电机及动力设备、高效热泵（制冷）、先进通风等能

效综合提升技术，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型高效工业节能

减排、绿色低碳技术等。 

T2202 废弃物减碳低碳利用技术：三废高效洁净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微界面反应、新型余废热高效利用等节能减排关键

技术，电子废弃物高值循环利用与减污降碳协同关键技术，其

他废弃物低碳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T2203 碳中和技术：可再生能源耦合直接空气碳捕集

（DAC）技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零碳能源、燃料/原料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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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替代、碳汇与负排放关键技术。 

3．其他 

T2301 除上述所列技术方向外，其他满足产业绿色低碳发

展需要且技术创新性高、突破性强、带动性大的非规划创新关

键技术。 

（二）相关要求 

申报本类项目除须符合通知正文有关要求外，还须符合以

下要求： 

1．申报单位为独立科研机构、在镇高校的，鼓励其与我市

企业联合申报（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支持企业实质性参与

项目研发工作。 

2．项目申报单位近三年内须有有效授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

权。 

3．企业申请市拨财政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不得

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来源；独立研发机构、

在镇高校自筹经费不作要求，鼓励自筹经费开展项目研发（合

作企业的投入可计入自筹经费）。与研发内容相关的大规模设备

更新费用可纳入项目经费预算。 

4．本项目实行择优推荐申报，各项目主管部门推荐指标如

下：江苏大学 2 项、江苏科技大学 2 项、镇江高专 1 项、江苏

航院 1 项、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1 项；镇江经开区 6

项、丹徒区 4 项（其中丹徒高新区 1 项）、镇江高新区 4 项、

京口区 3 项、润州区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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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项项目采取“事前立项分期补助”的方式予以支持，单

个项目市拨经费一般不超过 40 万元，立项时先行拨付不超过

80%市拨经费，项目按期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市拨经费。 

三、农业农村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专题 

（一）项目指南 

T3001 农业面源污染及流域治理绿色低碳技术研究 

T3002 畜禽、水产养殖绿色低碳养殖关键技术研究 

T3003 农田土壤固碳减排关键技术研究 

T3004 农业废弃物碳资源高效转化关键技术研究 

（二）相关要求 

申报本类项目除须符合通知正文有关要求外，还须符合以

下要求： 

1．本类项目单个项目市拨经费一般不超过 20 万元，立项后

先行拨付不超过 80%市拨经费，项目按期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市

拨经费。企业申请市拨财政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不得

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自筹资金来源。申报主体为在镇高校院

所的，鼓励其与我市企业联合申报（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支持企业实质性参与项目研发工作。 

2．各市（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区各限报 1 项，在

镇高校院所各限报 1 项。 

四、社会发展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专题 

（一）项目指南 

T4001 基于减污降碳的空气质量提升技术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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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002 固体废弃物低碳、负碳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研究 

T4003 城市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固碳增汇集成技术研究及

应用 

T4004 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二）相关要求 

申报本类项目除须符合通知正文有关要求外，还须符合以

下要求： 

1．本类项目单个项目市拨经费一般不超过 15 万元。企业

申请市拨财政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不得以地方政府

资助资金作为自筹资金来源。申报主体为在镇高校院所的，鼓

励其与我市企业联合申报（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支持企业

实质性参与项目研发工作。 

2．各区、镇江经开区、镇江高新区各限报 1 项，在镇高校

院所各限报 1 项，其他有关市直项目主管部门各限报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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