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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项目指南 
 

一、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一）项目指南 

T1001  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主动支撑、柔性交直流输电控制技术

与装备，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及电网安全高效运行技术装备。 

T1002  零碳、低碳工业流程再造 

固废高质循环利用、多元废物协同处理关键技术装备，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和新能源组合优化关键技术装备，大气

污染防治技术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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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关键技

术与装备。 

T1003  重点行业低碳技术装备 

新能源汽车新型电驱动动力总成、动力电池系统及关键部

件，低碳重型车辆和船舶油电混合动力技术装备，低碳新材料

替代技术装备。 

T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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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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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零部件，新能源发电、电力、储能技术装备，高效低成本

储能技术装备。 

（二）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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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为我市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上一年度盈利，

建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拥有稳定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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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方式，各市（区）推荐名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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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则上企业申请市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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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报单位应立足现有基础，充分考虑市场变化和风险因

素，合理制定各项目标任务，做到与自身规模、投资实力、产

能条件相匹配。验收内容和考核指标应清晰明确，原则上不得

包含不可检测、不可考核以及超出实施期外的指标。 

5．各单个项目市拨经费不超过 120 万元，其中 2022 年度

立项后拨付不超过 50%的市拨经费，2023 年度通过中期检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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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不超过 40%的市拨经费，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的市拨经

费。 

6．有市重大科技专项在研项目的企业或项目负责人不得申

报本项目（省创新型领军企业、2021 年度“梦溪奖”获奖企业除

外）。近 5 年有强制终止项目、近 3 年有应结未结项目被通报或

因失信等被取消申报资格的企业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项

目。 

二、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一）项目指南 

1．新型能源技术 

T2101  新型电力系统技术：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可再生

能源大规模友好并网、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等智能电网关

键技术，源网荷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管理、虚拟电

厂等电网信息化关键技术，新型电力系统保护控制装备与技术。 

T2102  新型储能技术：半/全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中

长时间储能技术，压缩空气、固态储热、熔盐储能等超长时间

储能技术，混合电池电容、液流电池、飞轮电池等高效长寿命

低成本高功率储能技术，高性能快速充换电系统、超大规模储

能、分布式储能等系统集成技术。 

T2103  可再生能源技术：高效低成本晶硅电池、薄膜电池、

叠层电池等制备技术，太阳能碳转化、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

等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深远海风能利用、海上风电组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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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场协同调度等关键技术，先进核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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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104  氢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制氢、含氢化合物制

氢等氢能制取技术，高压氢气运输、低温液氢运输等长距离大

规模氢能运输关键技术，固体材料储氢、有机载体储氢等安全

致密储氢技术，氢冶炼、氢燃料电池等氢能高效利用技术。 

2．零碳/低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 

T2201  节能降碳技术：钢铁、化工等行业深度脱碳、污染

物减排关键技术，生产工艺深度脱碳、湿法流程新工艺、生物

基可降解塑料及助剂等减污降碳关键技术，高效制冷/热泵、先

进通风、过程智能调控等能效综合提升技术，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等低碳技术集成与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绿色低碳技术交叉融合创新。 

T2202  废气废液废渣高效洁净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工

业余压余热等余能深度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退役动力电池、

光伏组件、风电叶片等回收利用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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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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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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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 

1．各主管部门申报指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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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新区 8 项、丹徒

区 5 项、镇江高新区 5 项、京口区 3 项、润州区 1 项。 

2．申报单位为在镇高校（独立研发机构）的，必须与我市

企业联合进行申报（签订联合申报协议），且企业实质性参与项

目研发工作。 

3．项目申报单位近年内须有有效授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

权。 

4．原则上企业申请市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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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独立研

发机构）申请市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50%（合作企业的

投入可计入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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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一）项目指南 

T3001  江苏丘陵地区林木碳汇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T3002  畜禽、水产养殖温室气体减排与低碳养殖关键技术

研究 

T3003  高标准农田质量提升与固碳减排协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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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04  化肥农药绿色低碳减量施用关键技术研究 

T3005  农业废弃物绿色低碳处置及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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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上企业申请市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申报主体为在

镇高校院所的，须与镇江市的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除外）联

合进行申报。 

2．各市（区）、镇江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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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会发展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一）项目指南 

T4001  碳捕集利用及封存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T4002  污水、废水处理节能降碳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T4003  固体废弃物低碳、负碳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研究 

T4004  低碳绿色智慧交通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T4005  低碳/零碳建筑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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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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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企业申请市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 30%。申报主体为在

镇高校院所的，须与镇江市的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除外）联

合进行申报。 

2．各区、镇江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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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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项目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指南代码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合作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申请拨款 
(万元) 备注 

        

        

        

        

        

备注：此表由各主管部门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