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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省级生态工业园区考核标准 
 

本标准根据工业园区生态化建设的特点，规定了山东省省级

生态工业园区的基本条件、评价指标和数据采集与计算方法，适

用于指导山东省省级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 

一、基本条件 

1.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制度得到有效的

贯彻执行。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 .园区有环保机构及专职人员，具备明确的环境管理职能。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园区行政管理机构领导班子实绩考核。 

3.园区主导产业链条完整性、稳定性良好，产业关联性较好，

园区的工业生态系统运行稳定、高效。园区内企业间的资源共生

量占园区资源消耗量的比例不断提高。资源共生包括园区企业间

废水交换及再生回用，能源回收及梯级利用，副产品交换及资源

化等。 

4.园区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具有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5.园区内生态保护目标得到必要的保护。 

6.化工园区应满足《山东省化工园区认定标准》（鲁政办字

〔2017〕168号）的有关要求。 

二、考核指标 

（一）本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必选指标和可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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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山东省省级生态工业园区评价指标 
分类 序号 指标 单位 要求 备注 

1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 % ≥45 

2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3 园区工业增加值三年年均增长率 % ≥15 

经济
发展 

4 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增加值占园区 GDP 比例
 

% ≥30 

4项指标至
少选择 1
项达标 

5 工业园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率 % 100 必选 产业
共生 6 建设规划实施后新增构建生态工业链项目数量 个 ≥6 必选 

7 具备安装有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必选 

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 

% ≥70 
资源
共享 

9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
2 

% ≥80 

2项指标至
少选择1项

达标 

10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亿元/平
方公里 

≥9 

11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 ≥6 

2项指标至
少选择 1
项达标 

12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 ≤0.6 必选 

13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1 吨标煤 

/万元 
≤0.5 

14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9 

2项指标至
少选择1项

达标 

15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 ≤0.55 必选 
16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1 
吨/万元 ≤8 

17 工业重复用水率 % ≥75 

资源
节约 

18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 
30% 
以上 

3项指标至
少选择 1
项达标 

19 工业园区重点污染源稳定排放达标情况 % 达标 必选 

20 
工业园区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地方

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 

全部 
完成 

必选 

21 
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数量 
— 0 必选 

22 环境管理能力完善度 % 100 必选 
23 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 100 必选 
24 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 ≤0.3 必选 
25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削减率

1 
% ≥3 必选 

26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1 

吨/万元 ≤7 

27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1 

吨/万元 ≤0.1 

2项指标至
少选择 1
项达标 

28 绿化覆盖率 % ≥15 必选 

环境
保护 

29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度 % 100 必选 
30 重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率 % 100 必选 

31 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100 必选 
信息
公开 

32 生态工业主题宣传活动 次/年 ≥2 必选 

注：1.园区中某一工业行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大于70%时，该指标的指标值为达到该 

行业清洁生产标准一级水平或公认国际先进水平。2.“指标4”无法达标的园区不可考核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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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方法 

生态工业园区应完成表 1 内全部必选指标和相应的可选指

标，至少 23 项。园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自行选择适合的可选指标。

园区验收时的考核指标应与《建设规划》所选指标保持一致。 

（三）指标数据的获取和计算方法 

1.指标数据的获取 

园区管理机构应指定或专门设立职能部门，负责评价指标涉

及数据的调查收集、汇总统计工作，并协调各关联单位开展相关

工作。 

测算评价指标所需的相关数据，应尽量从法定统计渠道或统

计文件中获取；无法获取的，园区管理机构应建立相应的数据收

集统计工作机制。 

2.指标的计算方法 

（1） 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 

指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与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比值。 

    计算公式如下： 

%100产值高新技术
%产值工业产值高新技术

×=
总产值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

产业

）比例（总占规模以上产业园区

 

数据来源：科技部门、统计部门 

（2）人均工业增加值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的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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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公式如下： 

人员园区年末工业企业从业

）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
人）/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3）园区工业增加值三年年均增长率 

指园区工业增加值的三年年均增长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1
万元）上三年前工业增加值（

）当年工业增加值（万元
)%(均增长率园区工业增加值三年年

3

1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4）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增加值占园区 GDP 比例 

指园区内的资源再生利用产业的增加值占园区 GDP 的比重。 

其中，资源再生利用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

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及将再生资源加

工为产品两个过程。 

%100
园区

值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增加

）%比例（值占园区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增加

×=
GDP

GDP

 
数据来源：工信部门、统计部门 

（5）工业园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率 

指园区内重点企业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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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重点企业总数的比例。 

其中，重点企业是指《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 16 号令）中规定的，由省级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发布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包

括园区从建设规划基准年到验收年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名单中的全部企业）。 

计算公式如下： 

%100
园区重点企业总数

的重点企业数量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实施率（％）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
 

数据来源：环保、园区管理部门 

（6）建设规划实施后新增构建生态工业链项目数量 

指自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基准年之后，园区建设规划

范围内新增以构建生态工业链为目的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和设备

更新及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如资源循环、梯级利用项目，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和园区工业企业间资源、代谢物梯级利用等。项目在

验收年应实现稳定运行。 

数据来源：园区管理机构、环保部门 

（7）具备安装有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指园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废水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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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或区

外）。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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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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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工业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

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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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综合利用

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园区

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以及园区外运送至园区内进行安

全处置或综合利用得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计算公式如下： 

%100
当年贮存量（吨）-吨）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量（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
+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经信部门和发改部门 

（9）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 

指园区内资源再生利用产业企业对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程

度，即园区内资源再生利用产业企业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量与再

生资源收集量的比值。 

其中，资源再生利用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

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及将再生资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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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为产品两个过程。 

再生资源是指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

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

塑料、农药包装物、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再生资源。 

    计算公式如下： 

%100
资源收集量（吨）园区资源再生产业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量（吨）园区资源再生产业再生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经信部门和发改部门 

（10）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单位工业用地面积产生的工业增加值。 

其中，工业用地面积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按照土地利用规划作

为工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土地面积，包括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

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的用地，以及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路等设

施的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计算公式如下： 

方公里）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平

）园区工业增加值（亿元

)平方公里/亿元(增加值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

=
 

数据来源：国土部门、统计部门 

（11）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单位工业用地面积产生工业增加值的三

年年均增长率。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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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平方公里）/面积工业增加值（亿元上三年前单位工业用地

平方公里）/工业增加值（亿元当年单位工业用地面积

)%(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

3

1

×
⎥
⎥
⎥

⎦

⎤

⎢
⎢
⎢

⎣

⎡
−⎟⎟

⎠

⎞
⎜⎜
⎝

⎛
=

 

%1001
平方公里）/面积工业增加值（亿元上三年前单位工业用地

平方公里）/工业增加值（亿元当年单位工业用地面积

)%(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

3

1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国土部门、统计部门 

（12）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建设期年均增长率与工业

增加值建设期年均增长率的比值。 

其中，综合能耗总量指园区内所有工业企业消耗的能源总

和，包括煤、油、电等各种形式能源的消耗量，并按统计部门规

定的系数折算成标准煤进行统计。 

    计算公式如下： 

）%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增加值建设期

）%建设期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综合能耗总量
综合能耗弹性系数 =

 

%1001
耗总量（吨标煤）规划基准年工业综合能

量（吨标煤）验收年工业综合能耗总

)%(建设期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综合能耗总量

规划基准年-验收年

1

×
⎥
⎥
⎥

⎦

⎤

⎢
⎢
⎢

⎣

⎡
−⎟⎟

⎠

⎞
⎜⎜
⎝

⎛

=

%1001
总量（亿元）规划基准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验收年工业增加值总量
)%(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增加值建设期

规划基准年-验收年

1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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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综合能

耗量。 

    计算公式如下： 

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

标煤）工业综合能耗总量（吨
万元）/耗（吨标煤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14）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与能源消耗总量的

比值。 

其中，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

得到补充或重复利用的一次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氢能、风能、波浪能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热循环

等非化石能源。仅包括人们通过一定技术手段获得的，并作为商

品能源使用的部分。 

计算公式如下： 

%100
（吨标煤）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

用量（吨标煤）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使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15）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工业用新鲜水量建设期年均增长率与

工业增加值建设期年均增长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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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用新鲜水量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

取自任何水源被该企业第一次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总和，不包

括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单独排放（不与工业废水混合）

的部分。 

    计算公式如下： 

）%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增加值建设期

）%设期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用新鲜水量建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  

%1001
水耗总量（吨）规划基准年工业用新鲜

总量（吨）验收年工业用新鲜水耗

)%(三年年均削减率园区工业用新鲜水耗量

规划基准年-验收年

1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16）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新鲜水

资源量。 

计算公式如下： 

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

量（吨）园区工业用新鲜水耗总
万元）/耗（吨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17）工业重复用水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园区内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的工业重复用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比值。 

其中，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指园区内工业企业在确定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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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单元或系统内，使用的所有未经处理和处理后重复使用的水量

的总和，即循环水量和串联水量的总和。循环水量指在确定的用

水单元或系统内，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再循环用于同一过程

的水量。串联水量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或使用后的水，在用于另一单元或系统的水量。 

工业用水总量指园区工业企业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

使用的各种水量的总和，即工业用新鲜水量和工业重复用水量之

和。 

    计算公式如下： 

%100
）园区工业用水总量（吨

吨）园区工业重复用水量（
）%工业重复用水率（ ×=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18）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指园区内再生水（中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的

比值。 

其中，再生水（中水）指对经过或未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

集纳雨水、工业排水、生活排水进行适当处理，达到规定水质标

准，可以被再次利用的水。在此指经过园区内污水处理厂处理再

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再生水水质标准的水。回用指用于

地下水回灌、工业、农业、林业、牧业、城市非饮用水、景观环

境用水等用途。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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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量（吨）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放总

用量（吨）园区再生水（中水）回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19）工业园区重点污染源稳定排放达标情况 

指园区内重点污染源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情况。 

其中，重点污染源是指环境统计中的“重点调查工业企业”，

按“环境统计报表制度说明”的解释界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是

指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稳定达到排放标准。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20）工业园区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地方特

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指园区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地方特征污染物排放总

量，应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其中，重点污染物指从建设规划基准年到验收年国家总量控

制要求的污染物种类为准。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21）工业园区内企事业单位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

事件数量 

园区从建设规划基准年以来，发生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环境

事件的次数。 

其中，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指根据《关于印发国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4〕119 号）中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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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标准。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22）环境管理能力完善度 

指园区环境管理能力的完善程度。以下 4 项内容每一项完成

完善度为 25%，4 项均达到则完善度为 100%。（1）园区设有环境

保护职能部门；（2）具备明确的环境管理职能；（3）将园区环境

保护工作纳入园区行政管理机构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内容，并建立

相应的考核机制。（4）具备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生态工业园区创

建工作。 

数据来源：园区管理机构 

（23）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指园区范围内各工业企业安全处置及综合利用的工业固体

废物量（含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量）之和与当年工业固体废物量

之和的比值。 

其中，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

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

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危险特性，以及不排除

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液体或其他形态的废物。危险废物无

害化处置是指企业将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

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

活动，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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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及综合利用量包括园区内的安全处

置和综合利用量以及运送至园区外安全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废物

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

量，以及园区外运送至园区内进行安全处置或综合利用得的工业

固体废物量。 

计算公式如下： 

%100
）量（含危险废物）（吨当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害化处置量）（吨）利用量（含危险废物无当年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化处置率（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无害

×=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24）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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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指从建设规划基准年到验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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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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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期年均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建设

期年均增长率的比值。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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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排放量（吨）规划基准年某种污染物

量（吨）验收年某种污染物排放
)%(年均增长率某种污染物排放量三年

规划基准年-验收年

1

×
⎥
⎥
⎥

⎦

⎤

⎢
⎢
⎢

⎣

⎡
−⎟⎟

⎠

⎞
⎜⎜
⎝

⎛
=

(%)年均增长率园区工业增加值建设期

(%)期年均增长率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建设
数某种污染物排放弹性系 =  

n/）数某种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
n

1
∑=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环境统计数据）、统计部门 

（2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削减率 

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所产生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年均削减率。 

计算公式如下： 

%100
万元）/吨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划基准年单位工业增

万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吨验收年单位工业增加值
1

)%(量年均削减率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

)规划基准年-（验收年

1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

排放总量（吨）园区工业企业二氧化碳
)万元/吨(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 =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根据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

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计算公式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料消费量（热量单位）×单位热值燃

料含碳量－固碳量）×燃料燃烧过程中的碳氧化率 
其中，燃料消费量＝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国际航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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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加油－库存变化；燃料消费量（热量单位）＝燃料消费量×换算系数 

（燃料单位热值）；燃料含碳量＝燃料消费量（热量单位）×

单位燃料含碳量（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固碳量＝固碳产品产

量×单位产品含碳量×固碳率；净碳排放量=燃料总的含碳量-固碳

量；实际碳排放量=净碳排放量×燃料燃烧过程中的碳氧化率。固碳

率是指各种化石燃料在作为非能源使用过程中，被固定下来的碳的

比率，由于这部分碳没有被释放，所以需要在排放量的计算中予以

扣除；碳氧化率是指各种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被氧化的碳的比

率，表征燃料的燃烧充分性。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参照发展

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表 2）。 

表2 单位燃料含碳量与碳氧化率参数 
类  别 名  称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吨碳/TJ） 

碳 氧 化 率 

无烟煤 27.4 0.94 
烟 煤 26.1 0.93 
褐 煤 28.0 0.96 
炼焦煤 25.4 0.98 
型 煤 33.6 0.90 
焦 炭 29.5 0.93 

固体燃料 

其他焦化产品 29.5 0.93 
原 油 20.1 0.98 
燃料油 21.1 0.98 
汽 油 18.9 0.98 
柴 油 20.2 0.98 

喷气煤油 19.5 0.98 
一般煤油 19.6 0.98 

NGL 17.2 0.98 
LPG 17.2 0.98 

炼厂干气 18.2 0.98 
石脑油 20.0 0.98 
沥青 22.0 0.98 
润滑油 20.0 0.98 
石油焦 27.5 0.98 

石化原料油 20.0 0.98 

液体燃料 

其他油品 20.0 0.98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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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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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公式如下： 

)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

)吨(园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元）/放量（吨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 =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统计部门 

（27）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指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其中，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固体、半固体和高浓度液体状的废弃物的总量，包括冶炼废渣、

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危险废物、尾矿和其它废物等。不包括

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煤矸石和呈酸、碱性废石除外，

酸性和碱性废石是指采掘的废石，其流经水、雨淋水 pH 值小于 4

或 pH 值大于 10.5 者）。其它废物包括污泥、工业垃圾等工业固体

废物。工业垃圾包括机械工业切削碎屑、研磨碎屑、废沙型等；

食品工业的活性渣；硅酸盐工业和建材工业的砖、瓦、碎砾、混

凝土碎块等。污泥是指工业废水处理中所排出的固体沉淀物（以

干泥量计）。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

量，以及园区外运送至园区内进行安全处置或综合利用得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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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量。 

计算公式如下： 

)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

)吨(量园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万元）/生量（吨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 =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统计部门 

（28）园区绿化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各类绿地的总面积占园区用地总面积的

百分比。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29）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度 

指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程度。以下 4 项内容每一

项完成完善度为 25%，4 项均达到则完善度为 100%。园区管理机

构应：1.开展园区环境风险评估；2.编制较完善的园区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3.整合园区应急资源，建立综合性或者专业环境应急救

援队伍，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和装备；4.组织对环境应急预

案进行专项培训，定期组织开展跨行业、综合性的应急演练。化

工、电镀、印染等园区或者上述企业较为集中的园区应增加建立

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每项 20%。 

（30）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率 

100%% ×=
米)园区用地总面积(平方

积(平方米)园区内各类绿地的总面
）园区绿化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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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园区内，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31 号）要求，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事业单位数量，占

园区纳入该办法要求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数量的

比例。各企业环境信息应当通过园区统一的平台予以公开。 

计算公式如下： 

%100
)位名录的企业数量（个园区内纳入重点排污单

企业数量（个）按要求公开环境信息的

）%公开率（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

×=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园区管理机构 

（31）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完善度 

指园区在园区管委会网站创建生态工业园区信息专栏或建

立园区专门生态工业信息网站，以及该信息平台建设的完善程度。

其中，生态工业信息平台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用于发布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相关信息的网络信息平台。 

以下 5 项内容每一项完成完善度为 20%，5 项均达到则完善

度为 100%。1.定期发布生态工业园区推进和管理的各项工作信

息，以及年度工作报告等；2.每年发布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各项指

标数据和达标情况；3.发布工业园区内企业在生态工业、清洁生

产方面的先进技术、经验总结（主要指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等方

面）；4.园区内废物或低位能量产生、供需和流向信息；5.定期公

开园区内重点排污单位的相关信息，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要求见《企

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 

数据来源：园区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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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指园区管理机构应对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的理念进行宣传，组

织开展的以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为主题（包括生态工业、节能减排、

循环发展、低碳环保等）的宣传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包括讲座，

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单，展板海报等），宣传活动每次参与人数不

少于园区从业人口的千分之一。园区管理机构应把每次活动的相

关材料、照片进行存档保留。 

数据来源：园区管理机构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各有关园区。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