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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
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
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日） 



背   景 

1. 全球温度控制目标：将温升控制在2℃乊内，幵争取控制在1.5℃乊内； 

2. 中国的新气候目标 

 2030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30%、单位GDP碳排放与2005年相比下

降65%以上 



背   景 

2018年前        发改委为主管部门 
 
围绕国家履约谈判，形成了行业的温室气体核算、
核查及报送制度，初步幵提出了建立电力行业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要求 

 

 

2018年-至今   生态环境部为主管部门 
 
基本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统筹协调、协同共抓的顶层制度安排的局面和思路 



背   景 

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

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 

第二条 ……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
、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
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
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
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背   景 

《关亍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中“四、
打牢基础支撑，推动制度体系统筹融合（十三）推动
评价管理统筹融合。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纳入“三线
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通
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推动区域、行业和企业落实煤
炭消费削减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政策要求，推
劢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组织开展重点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排污许可管理相关试点研究，加
快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功能改造升级，推进
企事业单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统一采
集、相互补充、交叉校核。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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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环评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必要性 

 亟待提高源管理的约束力和精细化水平 

以严控新增量为切入点，对排放源的能源消费、工艺过程、节能
技术、降碳措施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管控 

 决策、规划等宏观源头层面考虑降碳目标 

空间布局、产业优化、结构调整、排放控制等多尺度综合因素统筹
纳入排放源微观管理 

 迫切需要将碳排放纳入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监管管理、任务举措、执法等多方面协同
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防治 



纳入环评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构建了完整的法律法规和技术体系 
法律法规 
 《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技术体系 
1.“三线一单”、规划环评层面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等17项导则和指南 
2. 建设项目环评层面 
 总纲和大气环境等6项要素导则 
 1项准则和19项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12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1项专项导则（环境风险） 
3. 其他支撑技术体系 
 41项建设项目评估要点及规划审核要点 
 21项验收技术规范 
 75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可行性 

3法1条例 

总纲+要素+源强+行业技术导则+专项导则 

 
 25项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和文件体系 
 26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 



纳入环评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构建了完整的管理体系 

完善的信息化建设 

可行性 

环评智慧平台 

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 

验收平台 

项目验收报告 

国家-省级-市级-县级 四级联网 

排污许可平台 

重点/简化/登记许可证副本 

监督执法 

全过程管理 

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审批原则-审批程序 

形成庞大的管理和技术队伍 

国家-省级-市级-县级 四级环评审批管理人员和技术评估的技术人员 

企业执行报告 



纳入环评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对建设项目实现全源项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具有天然优势 

 基本可实现对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源项（能源消耗、工艺过程、火炬等直接排
放，以及净购电和热等间接排放）的全覆盖识别和梳理 

 综合现行行业各源项碳排放管控技术和相应源项污染治理措施应用效果情况，支
撑建设项目各源项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措施手段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同根、同源和同过程特点（形成二氧化碳与污染物产生、治
理、排放全过程协同管理技术体系） 

 

 

可行性 

 排污许可体系作为衔接环评的固定源核心管理制度可充分落实重点行业碳排放全 
覆盖监管 明确全国全口径固定污染源碳排放总量 

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平台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第一批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报送登记系统已接入 
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 

2020.12.31 
固定污染源
273.44万 
重点管理9.2
万 
简 化 管 理
24.57万 
登 记 管 理
236.52万 



纳入环评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实现多层次，多维度二氧化碳排放全过程管控体系 

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 

 

可行性 

碳排放的空间布局 

政策、规划环评体系 碳排放的能源、产业、区域等规划 

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 项目、企业碳排放标准的落地 



目   录 

二、为什么要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四、近期的工作安排 

一、背       景 

三、国外相关制度建设情况 



  

美国相关体系简介 

美国经验－实施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一证式管理 

联邦层面授权温室气体可视同为污染物实施管理，授权美国联邦环境保护

署（US EPA）统一管理 

在法律授权下，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管控要求正式纳入许可制管理范畴 

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运营期许可证中的内容比较全面，与大气污染物要求

形成了协同管控体系 

建设期许可证对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减排量与措施提出要求，不要求开展

预测 

1 

2 

3 

4 



 美国相关体系简介 

1.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标准 

固定源通则 

行业：电力 

           石油炼制 

           钢铁 

           水泥 

           工业商业锅炉 

           制浆造纸 

           铝冶炼 

           石油天然气开采 

           化工（硝酸生产） 

           …… 

 

3 温室气体可行技术指南（BACT） 

2.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效应纳入政策环评导则 



  

欧盟经验－通过固定污染源许可证制度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载体 

1 

2 

3 

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管理统一在环境主管部门 

将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管控要求纳入许可证制度 

基于固定污染源许可证中载明的温室气体实施碳排放权交易 

欧盟相关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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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
点通知要求 

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总体原则： 

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在源头控制、过程管理中的基

础性作用 

 

积极落实碳排放达峰目标与要求，推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应对

气候变化的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指导思想： 

 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着力点，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 

事前准入约束、排污许可事中监管优势 

• 在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层面落实碳减排要求 

• 做好排污许可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 

工作目标： 

近期，基本搭建与碳达峰相适应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体系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物与碳排放协同管控的环评、排污许可试点工作 

 远期，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立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管理的环评和排污许可制度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建议研究仸务： 
 

1.加快研究“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落地实施路径，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2.探索研究建立政策生态环境影响论证、规划环评层面应对气候

变化的工作机制 

3.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4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三线一单） 

政策、规划环评体系 

建设项目环评体系 

排污许可体系 

全
过
程
体
系 

碳排放管控要求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具体建议 
1. 加快研究“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落地实施路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1）研究“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实施应用 
 
 结合国家对电力、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等重点领域的碳减排政策，研究“三线一单“ 
落实减污降碳协同路径 
 

（2）开展“三线一单”落实碳达峰管控要求研究 
 
 结合国家、区域和行业达峰行动方案要求，研究与各层级碳达峰方案相适应的“三线一单”落实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具体建议 
 
2. 探索研究建立政策生态环境影响论证、规划环评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机制 
 

 
（1）探索推进一绿色低碳为导向的政策生态环境影响论证工作机制 

     政策环评论证中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探索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规划环评内容 
      开展国家和省级产业园区、能源基地等规划环评试点工作，以温室气体排放为重要评价内容，探索将气
候变化因素纳入规划环评的路径 

（3）逐步建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规划环评的技术规范，强化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和
准入 

     推动形成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的规划环评技术规范  （规划的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和总量管控等规划环评约

束性指标体系）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具体建议 
 
3. 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1）探索研究将碳排放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六大行业（评价重点内容） 

• 二氧化碳产生源、治理措施、排放源梳理 

• 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源强核算 

• 治理技术可行性分析 

• 排放水平评价 

• 结论 

（2）推动实现碳排放作为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约束性指标 

• 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示范工程 

• 有条件地区开展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 

     为主的建设项目环评试点 

• 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 

鼓励开展 



近期的工作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 

具体建议 
4. 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实现1）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和审批系统 

       2）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3）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送系统 

 
 

建设项目在运行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统一采集、相互补充、交叉校核 

全国固定源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管控体系 



近期的工作安排 

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煤炭增速压力大，煤炭消耗总量大，具有良好基础，行业产业特征明确等为原则 
生态环境部与地方协商确定 

根据本辖区行业产业特征和工作基础，自愿参与 

 火电、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等行业 
 鼓励其他高二氧化碳排放行业开展 

 

试点地区的选取 

试点行业的选取 

“碳排放“范围选取 

针对二氧化碳开展试点研究 与碳达峰的范围保持一致 

鼓励非二氧化碳自愿开展试点研究 



近期的工作安排 

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2021年12月底前 

 试点地区发布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文件 

 研究制定建设项目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规范 

 基本建立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机制 

2022年6月底前 

 基本摸清重点行业碳排放水平和减排潜力 

 探索形成建设项目污染物和碳排放协同管控评价技术方法 

 打通污染源与碳排放管理统筹融合路径，从源头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作用 



近期的工作安排 

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建立方法体系 

1.研究制定基于碳排放节点的建设项目能源活动、工艺过程碳排放量测算方法 

2.加快摸清试点行业碳排放水平与减排潜力现状，建立试点行业碳排放水平评价
标准和方法； 

3.研究构建减污降碳措施比选方法与评价标准。 

测算碳排放水平 

核算建设项目生产运行阶段能源活动与工艺过程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
导致的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碳排放绩效情况，以及碳减排潜力分析等 



近期的工作安排 

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提出碳减排措施 

1.分别从能源利用、原料使用、工艺优化、节能降碳技术、运输方式等方面提出
碳减排措施。 

2.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明确碳排放主要工序的生产工艺、生产设施规模、资源能

源消耗及综合利用情况、能效标准、节能降耗技术、减污降碳协同技术、清洁运
输方式等内容，提出能源消费替代要求、碳排放量削减方案。 

完善环评管理要求 

1.地方环境部门按照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审批试点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2.明确减污降碳措施、自行监测、管理台账要求，落实地方政府煤炭总量控制
、碳排放量削减替代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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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加强组织领导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碳排放影响评价试点的组织实施， 

确定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试点范围、目标任务和实施计划，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工作机制，保障人员经费， 

定期跟踪调度实施进度，及时梳理总结试点工作问题和工作成果 

强化技术支持 

生态环境部负责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组建专家
团队，对试点地区帮扶指导，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培训。鼓励试点地区探
索创新碳排放量核算和评价方法，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先行
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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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做好宣传引导 

 相关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培训 

 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社会公众宣传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意义和具

体要求，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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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碳排放纳入环评试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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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从源头对建设项目

实施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协同管控为原则，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开展碳排放评价，核算建设项目

碳排放量及碳排放绩效，提出碳减排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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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氧化碳与污染物的协同管控 

2. 二氧化碳“产、治、排”全过程管控 
 

3. 二氧化碳排放管控落实到排放源 

4. 积累排放绩效数据，实施同类型企业评价对比 

 碳排放评价内容环评报告书中 

 实施减污降碳措施的方案比选 

 政策性分析 
 工程分析 
 环保措施论证 
 管理与监测 
 结论 

 工程分析：梳理产生节点，说明拟采取的二氧
化碳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回收利
用等措施，填报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碳排放措施可行性论证：开展全过程技术可行
性论证 

 工程分析：梳理产生节点，分原项核算二氧化碳排
放量 

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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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碳排放评价工作原则 

5  碳排放评价内容编写指南 

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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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亍《关亍开展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评碳减排试点工
作的总体方案》中试点地区的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和有色六大重点行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评价。适用的具体行业范围见附录1。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可参
照使用。 

试点行业 
 生态环境部《关于

做好2018年度碳排

放报告与核查及排

放监测计划制定工

作的通知》 

 结合“十四五”各

行业发展规划中布

局的新建项目情况 

试点区域 
 重点行业建设项

目新增压力较大 

 煤炭等化石能源

新增需求量大 

 行业碳排放管控

水平基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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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 



 
 2 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3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与报告标准和指南涉及到国家级标准7项、指南2项。 

 

北京、重庆和四川等地发布了地方性标准 

 

 

近期的工作安排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 

管理性文件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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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碳排放 

本指南中，碳排放是指建设项目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动和
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放。 

3.2 碳排放量 

建设项目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包括自产和外购）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等活动，
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包括建设项目正常和非正常工况，
以及有组织和无组织二氧化碳排放的量，计量单位为“吨/年”。 

 考虑到了本指南中建设项目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管控，与相应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
法与报告标准和指南中的相应定义有所区别 

 仅指二氧化碳不包括所有温室气体 

 核算边界不包括移动源 

碳排放 碳排放量 

 
碳排放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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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碳排放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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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排放评价工作原则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增加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专章，按照环环评〔2021〕45

号要求，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是否满足相关政策要求，明确建设项目二氧化碳

产生节点，开展碳减排及二氧化碳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措施可行性论证，核算二

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分析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出建设项目碳排放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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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排放评价工作原则 

   
政策符合性分析 

                                                          1.二氧化碳减排措施论证 

措施可行性论证和方案比选  2.基于协同控制的污染治理措施方案比选 
3.示范任务（自愿） 

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碳排放绩效核算水平评价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产排放节点分析 

工程分析  2.给出拟采取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 
3.核算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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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排放评价内容编写指南 

碳排放政策符合性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碳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相关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的相符性。 

工程碳排放分析 

 工艺流程图增加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情况 

 根据核算方法填报参数 

 全过程减排措施 

 核算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和排放绩效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表填写在附件3中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现有项目的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排放绩效
和碳减排潜力分析等内容 

 应分别按现有、在建、改扩建项目实施后等几种
情形汇总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及其变化量，
核算改扩建项目建成后最终二氧化碳排放量。 

还应核算被置换项目及污染物减排量出让方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涉及产能置换、区域削减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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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排放评价内容编写指南 

工程碳排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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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排放评价内容编写指南 

工程碳排放分析 

核算二氧化碳产生量、排放量（源强） 

 
新建项目 

1. 可参照GB/T32150、GB/T32151.1、GB/T32151.4 、GB/T32151.5、

GB/T32151.7、GB/T32151.8、GB/T32151.10、发改办气候 〔2014〕2920号文和

发改办气候 〔2015〕1722 号文 

2.附录2中的方法，开展钢铁、水泥和煤制合成气建设项目工艺过程生产运行阶段

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3.各地方还可结合行业特点，不断完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二氧化碳源强核算方法 

4.鼓励有条件的建设项目核算非正常工况及无组织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量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hbceiInKOa8rvvgOuUGP0C8DorEI9rPpYM7UuGesJ3vh7EiIUkyRz42-j06TiAOWhRgRb3xipxYVc_sbnsJXq&wd=&eqid=eca72617000162ce00000005601bb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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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碳排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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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从环境、技术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统筹开展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和方案比选 

开展碳减排措施可行性论证 

 给出拟采取的节能降耗措施--来自于节能评估 

 有条件的项目应明确拟采取的能源结构优化，工艺产品优化，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措施 

 用碳捕集和利用的，还应明确捕集下来的二氧化碳利用去向，不
鼓励用作食品、干冰等再度排放的去向。 

开展减污降碳措施比选 
对废气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开展方案比选，应明确不同方案二氧化
碳排放情况，在满足环境管理要求前提下，优先选择二氧化碳排放
量小的方案。 

鼓励建设项目在清洁能源开发、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及减污降碳协
同治理工艺技术等方面承担示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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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减污降碳措施比选 

对于环境质量达标区，在保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并使环境影响
可接受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排放量最小的污染防治措施方案 

 

对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在保证环境质量达标因子能够达标排放，并
使环境影响可接受前提下，优先选择碳排放量最小的针对达标因子
的污染防治措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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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建设项目在清洁能源开发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艺技术等 

承担示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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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碳排放绩效水平 

正在研究和制定各行业各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基准限额工作 

同一类装置存在原料、工艺技术、产品等诸多不同因素制约，以可操作性为原则， 

因为本指南并未对装置的排放绩效实施对比 

 参照附录4，核算建设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改扩建、异地搬迁项目，还应核算现有工程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并核算建设项目整体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水平。 

 在附录3中明确建设项目和改扩建、异地搬迁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
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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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在污染物排放清单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及内容，明确其排放的管理要
求。提出建立碳排放相关监测和管理台账的要求，按照核算方法中所需参数
，明确监测、记录信息和频次。 

考虑支撑碳排放水平评价 

下一步与排污许可进行衔接。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碳排放政策符合性、碳排放情况、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碳
排放水平、碳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