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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解读

一、《核算指南》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碳排放数据质量是碳交易市场的生命线，自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启动与运行以来，国家层面碳排放核算指南文件

日渐完善，发布了如《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行业》

等多项技术文件，对各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进行了优化完

善。与此同时，国家对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要求趋严，不仅

严厉打击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瞒报虚报等问题，更是

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55 号），将碳排放数据质量提到了立法层级，为

构建高水平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机制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

撑。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 361 号）第三十七条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根据碳排放

量化与报告技术规范编制上一年度的碳排放报告……并对

年度碳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标准是否科学、可操作，直接影响着碳排放量化

工作质量。自《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SZDB/Z

69—2018，以下简称“原指南”）发布以来，经过 6 个履约

期和 3 个基准年批次对该指南的实践应用，结合深圳市碳交

易市场行业扩容的新形势，原指南的核算边界确定方法等技

术内容难以匹配碳排放管理新需求。为此，深圳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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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启动第二次修订工作。

二、《核算指南》修订重点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本次修订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服务业重点排放单位实操层面运用运行控制权法

界定核算边界时存在不清晰不准确的问题。

二是重点排放单位反映的排放源识别、活动数据获取来

源等实际操作指引不清晰的问题。

三是核查机构反映的温室气体清单与温室气体核算报

告内容重叠，以及部分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结果难以溯源的

问题。

四是主管部门实际管理工作需要的配额分配支撑信息

不足等问题。

三、《核算指南》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简化、两完善、三

增加”。

“一简化”是指将排放因子进行简化，具体为：考虑排

放因子缺省值更新工作需求，仅提供燃料燃烧排放因子和外

购蒸汽排放因子计算方法，不再提供各类排放因子缺省值，

排放因子缺省值以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为

准。

“两完善”：一是完善核算边界界定方法，二是完善温

室气体种类规定。

（一）在核算边界方面，具体包括：（1）删除独立法

人原则，不再强调独立法人资格以适应《深圳市碳排放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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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管理办法》对重点排放单位的管理要求；（2）引入生产

经营概念替换运行控制权，将生产经营系统作为组织核算边

界界定的方法，避免服务业重点排放单位核算边界界定时出

现的边界范围缩小化或边界界定争议问题。

（二）在温室气体种类方面，给“仅核算二氧化碳排放

量”增加应用场景“另有要求除外”，为深圳市开展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工作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预留空间。

“三增加”：一是增加常见排放源识别和活动数据来源

示例，二是增加活动数据计算和排放因子证据支撑要求，三

是增加匹配组织配额分配的管理要求。

（一）在指导组织开展温室气体核算实操层面，增加了

一般行业和特色行业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源及排放设施通用

示例，提供了 10 个常见排放源活动数据的证据来源示例（最

少不低于 4 个来源）。

（二）在提高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水平和便

于实施核查方面，增加连续测量、间歇测量、推估数据的 3

类不同活动数据收集表模板，将证据来源、交叉检查、月度

统计、计算逻辑等溯源要求嵌套在内，从而确保活动数据质

量；与此同时，针对测量获得的、相同工艺/设备的经验系数

获得的、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排放因子，增加证据支撑材料。

（三）在支撑主管部门开展后续配额分配工作方面，在

组织核算报告中增加生产活动产出数据、生产经营变动计划、

绿色电力使用情况等填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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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华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中

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