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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讯

问：两个指南如何更好地
满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日
常监管的工作需要，更加有助
于核查机构提高工作的精准
度，有利于企业加强内部质量
控制？

答：两个指南的作用和定
位不同，《核算报告指南》用于
指导排放企业核算和报告发
电设施相关排放数据和信息，

《核查技术指南》用于指导核
查机构对企业核算和报告发
电设施相关排放数据和信息
开展核查。

《核算报告指南》进一步
完善了企业数据质量控制计
划内容，对数据确定方式进行
补充，包括对关键参数、测量
设备、负责部门和数据缺失处
理等细化要求；结合强化管理
要求，对企业数据内部质量控
制和质量保障内容进行细化，
包括对建立制度、明确职责、
指导监测和健全记录等细化
要求。

《核查技术指南》规定的

核查内容与《核算报告指南》
规定的核算和报告内容相对
应，《核算报告指南》规定之外
的内容不作为核查的对象，但
根据实际情况可作为交叉核
对的内容。《核查技术指南》在
对各参数的核查要求中，强调
应首先查阅数据质量控制计
划对具体参数的数据获取方
式，再针对不同的数据获取方
式，确定相应的核查步骤、内
容和方法。例如核查燃煤消
耗量，核查人员应首先查阅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确认燃煤消
耗量数据获取方式为针对入
炉煤还是入厂煤，然后再根据
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确定核
查步骤、内容和方法。《核查技
术指南》强化了数据质量控制
计划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
核查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
有效促进企业建立和运行内
部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问：请介绍一下《核算报
告指南》中对燃煤单位热值含
碳量缺省值的有关修改情况？

答 ：全 国 碳 市 场 2019
年—2020 年度的建设运行有
力促进了企业碳排放管理意
识和能力水平提高，实测燃煤
元素碳含量的发电机组数量
大 幅 增 加 ，实 测 机 组 占 比 从
2019 年的 66%提高至 2021 年
的 98% 以 上（按 排 放 量 计）。
对于全国碳市场机组数量占
比 1/3 的非常规燃煤机组，给
出更接近同类型机组实际水
平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
很有必要。一方面，非常规燃
煤机组规模和排放量普遍偏
小，技术和管理能力有限，开
展燃煤元素碳含量实测的难
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现行
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明显
高于非常规燃煤机组实际燃
煤单位热值含碳量，使得部分
非常规燃煤机组碳排放量核
算结果“虚高”。因此，对非常
规燃煤机组给出专门的、合理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既
可以确保数据质量，又可以简
化核算环节，减轻企业技术和
管理压力。

建立健全碳市场
数据管理长效机制
———就为何制修订企业温—就为何制修订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室气体排放核算、、核核

查技术指南采访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查技术指南采访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本报记者班健

为切实提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数据质量，完善
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强化数 据 质 量 日 常 监 管 ，生 态 环 境 部 近 日 对《企 业 温 室 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核算报告指南》）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核查技术指
南》）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碳排放数据核算与核查中社会关注的重点，此次
制修订的思路和原则，要解决哪些问题等，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向中国环境报介绍了
相关情况。

碳排放数据需要全面准确真实

目前存在核算技术规范繁琐，部分参数计算复杂，核
查难度大等问题

问：修订《核算报告指南》
和编制《核查技术指南》基于什
么背景？要解决哪些问题？

答：数据质量是保障全国
碳市场健康有 序 发 展 的 生 命
线 ，是 市 场 健 康 运 行 的 基
础 和 前 提 ，也 是 影 响 当 前 全
国 碳 市 场 碳 排 放 控 制 成 效 的
突 出 问 题 。 全 国 碳 市 场 扩
容 、增 强 市 场 活 力 都 需 要 建
立 在 全 面 准 确 真 实 的 碳 排 放
数 据 基 础 上 。 碳 排 放 数 据 核
算 与 核 查 是 决 定 碳 市 场 数 据
质量的关键环节，技术性强，
需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核 算 与 核 查
规范，增强透明度，接受各方
监督。

通 过 2021 年 全 国 碳 排 放
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地方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自 查 以 及 全 国
碳 市 场 第 一 个 履 约 周 期 建设
运行情况评估等工作发现，全

国碳市场数据 质 量 管 理 仍 存
在 一 些 突 出 问 题 ，特 别 是 在
碳 排 放 核 算 与 排 放 报 告核查
方面，例如：核算技术规范繁
琐，部分参数计算复杂，核算边
界不清晰，核查难度大，核算报
告核查（MRV）的科学性、合理
性 及 可 操 作 性 仍 需 进 一 步 提
高，碳排放核算质量控制体系
亟待健全。

为此，我们结合第一个履
约周期全国碳市场实际运行情
况，对发电设施的温室气体排
放 核 算 报 告 技 术 规 范 进 行 修
订，并专门编制了针对发电设
施的温室气体 排 放 核 查 技 术
指 南 ，增 强 排 放 报 告 核 查 工
作 的 规 范 性 、有 效 性 、透 明
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优化
工作流程、强化日常监管，全
方位、全链条强化数据质量管
理，建立健全碳市场数据管理
长效机制。

如何实现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保证数据可核算、可核查、可追溯，尽可能简化核算
方法，降低企业核算难度

问：此次修订《核算报告指
南》与编制《核查技术指南》的
思 路 和 原 则 是 什么？能否用
几个关键词来解读主要内容和
特点？

答：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表
达本次修订《核算报告指南》与
编制《核查技术指南》的突出特
点，这三个关键词是科学性、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它们是我们
本次制修订工作的初心，是检
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关于修订《核算报告指南》
的相关考虑。根据生态环境部
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
和全国碳市场运行评估相关工
作成果，结合碳排放数据质量
管理的工作需要，对《核算报告
指南》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的
主要编制思路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保证数据可核算、可核查、
可追溯，将需要复杂换算得出
的数据替换为直接计量数据；
二是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尽可
能简化核算方法，压缩核算技
术参数链条，降低企业核算难
度；三是提出细化信息化存证

相关要求，通过提升数据质量
控制计划的作用强化数据质量
管理要求；四是考虑结合发电
设施实际管理流程，统筹兼顾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关于编制《核查技术指南》
的相关考虑。目前，全国碳市
场第三方核查机构水平参差不
齐，对核算报告指南的理解不
一致、尺度掌握不统一，对发电
设施的核查技能有待进一步提
高 。 为 切 实 提 高 核 查 工 作 质
量，统一核查人员对核算报告
指南的理解，提升核查人员的
技能，有必要在 2021 年 3 月已
出台的通用核查指南，即《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
行）》的基础上，针对发电设施的
工艺特点，出台专门的核查技术
指南。《核查技术指南》以《核算报
告指南》为基础，梳理出 18个关
键参数，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各参
数的详细核查方法。为统一核
查尺度、进一步提升核查工作
质量，《核查技术指南》明确了
核查人员的“规定动作”，同时
也提供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核查
人员的“自选动作”。

优化更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压缩核算技术参数链条，强化存证与日常监管等

问：加强数据管理，严厉
打击数据弄虚作假一直是推
进全国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的重中之重，能否举例说明，
此次修订《核算报告指南》，如
何从技术、参数调整等方面进
一步保障数据质量？

答：《核算报告指南》优化
更新的内容主要涵盖压缩核
算技术参数链条、强化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强化存证与日常
监管、增强相关规定的可操作
性等几方面。

一是压缩核算技术链条，
删除非必要参数。在保障数
据质量和实现配额分配政策
目标的前提下，将供热比、供
电量、供热煤（气）耗、供电煤

（气）耗、供热碳排放强度、供
电碳排放强度等参数从核算
项中删除，仅作为报告项用于
数据交叉验证，不要求进行核
查。修订后将原指南中核查
涉及的公式从 27 个减少至 12
个，上述变化不涉及排放量计

算，也无新增参数，在减少企
业工作量的同时，大大减少了
核算、核查与监管节点。

二是化繁为简，将需要复
杂换算得出的数据替换为直
接计量数据。原指南中的供
电量数据不是电表直接计量
数据，也不是直接交付给用户
的结算数据，需要通过生产厂
用电量、供热比等参数进行计
算得到。生产厂用电量统计
范 围 的 合 理 性 、计 量 的 准 确
性、供热比计算的准确性都会
对供电量数据准确性产生很
大影响。《核算报告指南》将需
要多个计量表度数、通过复杂
计算的“供电量”，替换为可直
接计量的“发电量”，并增加上
网电量作为报告项用于日常
监管与校核。

三是借鉴欧盟碳市场和
试点碳市场经验，通过强化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作用进一步
强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细化
信息化存证相关要求，通过强
化 过 程 管 理 防 止 数 据 篡 改 。

在碳排放相关核查、监管的过
程中，将更多审核企业是否按
已批准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
计划开展监测、核算和报告工
作。《核算报告指南》进一步完
善了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内容，
对企业的数据确定方式进行
了补充，包括对关键参数、测
量设备、负责部门和数据缺失
处理等细化要求。

四是在指南技术细节方
面综合考虑各类企业计量监
测水平差异与碳市场核算管
理需求，提升可操作性。对于
皮带秤校准周期改为更具备
可操作性的每季度一次。对
于 煤 样 保 存 期 限 ，明 确 了 与
GB/T 474《煤样的制备方法》
等相关标准保持一致，将每日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留存期限
改为两个月。对于掺烧生物
质的燃煤机组，指南中增加了
掺烧生物质热量占比的计算
方法，便于满足配额分配方案
中对于掺烧热量占比的要求，
强化对地方相关工作的指导。

相关方如何用好这两个指南？

今后更多审核企业相关工作开展的合规性和一致性

本报讯 地处乐清湾中的浙
江省玉环市海山乡茅埏岛（海山
乡最大的岛屿），是一座孤悬于大
海的岛屿，岛上村民出入海岛全
靠 船 只 往 来 ，以 捕 鱼 和 养 殖 为
业。随着乐清湾大桥的建成通
车，海山 乡 迎 来 了 新 的 发 展 契
机 。 如 何 推 进 海 岛 开 发 和 保
护，海山乡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那 就 是 以 低 碳 乡 镇 为 引 领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打 造 富有特色的
生态旅游共富样板。

全过程融入低碳 理 念 。 海
山 乡 作 为 玉 环 市 国 家 级 海 洋
公 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兼 具
红 树 林 抚 育 、生 物 多 样 性 维 护
以及原生态海岛保护等多项重
要功能。

海 山 乡 利 用 这 些 优 势 资 源
开 展 生 态 旅 游 岛 建 设 ，全 过 程

融 入 低 碳 理 念 ，在 建 设 海 山 文
化活动中心及潮汐电站等构筑
物时，在建筑形态和空间、材料
选择、循环利用、能耗等方面进
行 立 体 式 设 计 ，确 保 建 筑 在 后
期 运 维 上 的 碳 排 放 控 制 ，积 极
打造一批低零碳建筑。

推动全民参与。作为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海山乡不断推行绿
色出行方式，计划打造面向岛内
居民、商户及游客的海岛碳普惠
APP 作为海山岛的碳普惠平台，
推广碳积分、碳能量等碳普惠产
品，将“碳减排”“碳回收”“绿色出
行”与岛内生活、旅游、消费支付
有机结合，以市场化方式引导注
册 用 户 主 动 节 能 减 排 ，并 通 过
APP 推送等方式，不断宣传低碳
生活方式。

叶云辉
本报讯 依据生态环境部提

出的加快开展“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
点，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
战略构想，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积极探索区域减污降碳，加强生
态环境源头治理。 2022 年 5 月，
生态环境部复函同意南通市通州
区率先在全国开展“三线一单”减
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研究，探索
具有通州区特色的实现路径。

通 州 区 成 立 了 由 区 委 副 书
记、区长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了周交流、月调度的工
作机制，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
设计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
开展试点工作研究。

项目启动后，通州区通过调
研，与发改、统计等部门充分对
接，开展初步成果研讨等方式，挖

掘具有通州特色的“三线一单”减
污降碳协同管控路径。

此次试点研究提出了“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
碳技术路径“三步法”：

一是基础评价。开展碳排放
现状和污染物排放现状基础分
析，识别了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通过空间协同耦合度分析识别了
重点区域。

二是协同分析。结合通州区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

碳达峰碳中和现有工作基础，从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消耗和
能效水平、污染物排放水平等方
面梳理国家、省、市减污降碳政策
和措施，设置两种预测情景，预测
研究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中长期
趋势。以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和能
源利用上线为重点，分析重点行
业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能源消
耗与碳排放、能源消耗与污染物
排放的协同性。根据预测评价成
果，提出促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

域协同管控的措施建议。
三是优化调整。结合现状分

析和协同性分析成果，对环境管
控 单 元 进 行 优 化 ，优 化 后 全 区
共 划 定 71 个 环 境 管 控 单 元 ，其
中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27 个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34 个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0
个。同时，从空间布局约束、污
染 物 排 放 和 碳 排 放 控 制 、环 境
风 险 防 控、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4
个维度，优化调整通州区总体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和重点管控单元

准入清单要求。
“为更好地推进‘三线一单’

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落地应用，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我们深入挖掘
提炼出一批典型案例，从印染行
业低碳转型升级、建设生态安全
缓冲区、推进钢结构等行业源头
替代、热电企业治污工艺提升、铸
造产业园循环化改造等方面，积
极打造示范典型。”通州区生态环
境局局长张健表示。

崔祝进 倪敏

探索“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江苏南通提出技术路径“三步法”，划定 71个环境管控单元

◆本报记者余常海

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高楼林
立，重庆大剧院、科技馆也坐落其中，
成为重庆市两江四岸的核心观景点，
吸引了很多游客。然而，这样庞大的
商务区和建筑群往往会释放大量的热
量，高温集聚容易形成“热岛”效应。

为此，重庆近年来着力打造了江
水源热泵集中供冷供热项目，夏季供
冷采用电制冷+江水源热泵+冰蓄冷
系统，冬季供热采用江 水 源 热 泵 系
统 ，通 过 输 入 少 量 的 电 能 ，实 现 热
能由低品位向高品位转移。较常规
空 调 系 统 ，全 年 常 规 能 源 替 代 量 为
21643 吨 标 煤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59938
吨，减排二氧化硫 1804 吨，减排粉尘
16353 吨。

重庆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如今，整个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在减排方面，年节约 2.2 万吨标准煤、
节水 198 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排
放量近 6 万吨，相当于种植森林 33 公
顷，且在区域降噪、设备节地、消除“热
岛”效应、减排主要污染物等方面效果
显著。在节能方面，项目的电力设备
装机容量减少 52646kW，能源系统的
机房建筑面积比常规能源系统机房建
筑面积减少了约 2.2 万平方米，年运行
费用减少 2155 万元，项目也成为重庆
绿色低碳项目的典型。

为鼓励开发更多的绿色低碳项
目，近日，重庆市住建委与重庆市财政
局共同出台了《重庆市绿色低碳示范
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根据《办法》，重庆将对绿色建
筑示范项目、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项
目及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示范项
目给予财政补助资金，最高补助 1500
万元。

《办法》明确，对获得全国绿色建
筑创新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绿
色建筑示范项目，按照建筑面积分别
给予 60 元/平方米、40 元/平方米、20
元/平方米的补助资金。单个示范项
目补助资金总额，分别不得超过 400
万元、200万元、100万元。

对申请补助的零能耗建筑、近零
能耗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按示范面积分别给予200元/平方米、120
元/平方米、80元/平方米的补助资金。单个示范项目补助资金总额，分别不
得超过 400万元、240万元、160万元。

对申请补助的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项目（供冷量大
于 10MW 或供能能力≥10 万平方米）按照机组额定制冷或供热量进行
补贴，补助标准为 150 元/kW，对同一个示范项目（含分期建设的多个
能源站）补助资金总额不得超过 1500 万元。

对申请补助的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按照绿色化改
造效果核定机构核定的改造面积和碳减排率进行核算，对碳减排率达
到 25%（含）以上的改造项目，按示范面积给予 25 元/平方米的补助资
金，碳减排率达到 15%（含）至 25%的改造项目，按示范面积给予 15 元/
平方米的补助资金。

《办法》明确了示范项目的具体主管部门，确定了示范项目的实施
要求，细化了相应申报、审查、核定、管理等各程序具体要求，将切实规
范绿色低碳示范项目管理，提高绿色低碳建筑示范项目补助资金使用
效果，发挥示范项目在重庆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相关建设领域低碳
发展。

海山打造生态旅游共富样板
以低碳乡镇建设为引领，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海山乡茅埏岛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