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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报告

核查 核查：是指第三方独立机构通过文件
审核和现场走访等方式对企业的碳排
放信息报告进行核实，出具核查报告，
确保数据相对真实可靠

报告：是指企业将碳排放相关监测数
据进行处理、整合、计算，并按照统
一的报告格式向主管部门提交碳排放
结果

监测：是指为了计算企业的碳排放而
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
能源、物料等数据的测量、获取、分
析、记录等

数据
准确性
确认

排放
数据
核算

基础
数据
来源

1、MRV的三要素

M（Monitoring）

R（Reporting）

V（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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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规制度

（2）技术文件

（3）系统工具

（4）能力培训

2、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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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入范围

● 年排放二氧化碳1万吨及以上的企业（控排企业，首期2万吨及以上）

● 年排放二氧化碳5千吨以上1万吨以下的企业（报告企业，首期1万吨及以上）

● 首期纳入电力、水泥、钢铁、石化，即将纳入陶瓷、有色金属、纺织、

塑料（化工）、造纸行业

● 年排放二氧化碳5千吨及以上的宾馆饭店、金融、商贸、公
共机构等建筑

● 根据该领域的行业技术标准和减排约束要求，由省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

工业
行业

建筑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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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RV流程

编制
监测计划

提交排放报告
和核查报告

确定控排企
业名单

完成审核
监测计划

完成年度排
放报告

报告评议，
确认企业最
终排放量

省级主管部门
管理与监督

监管企业
监测与报告

第三方机构
核查

地市级发改部门
协助省级主管部门

初审
监测计划

初审报告

组织企业开
展相关工作

签订合同

获得企业
监测计划进行碳排放

监测

进行核查，
出具核查报告

获知上年度
确认排放量

上缴配额

文
件
支
撑

系
统
支
撑

企
业
碳
排
放
报
告
技
术
规
范

企
业
碳
排
放
报
告
与
核
查
系
统 核查技

术规范

支
撑

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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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两种总体方法框架，各行业指南基于该两种计算方法进行行业细化：

企业
（或排放单元、排放设备）输入碳

非CO2输出碳

CO2

方法 公式 使用条件

物料平衡法 碳排放=输入碳—非CO2输出碳

• 涉及的工艺原理复杂
• 投入或产出的物质种类多样、

碳含量不稳定；
• 投入或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关系不确定；

排放因子法 碳排放=活动数据×排放因子

• 物料平衡法之简化
• 涉及的工艺原理简单
• 投入或产出的物质种类单一、

碳含量稳定；
• 投入或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关系明确；

5、计算方法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排放活动 计算方法

燃烧
排放

锅炉燃油消耗直接排放 热值法
煤炭燃烧直接排放 热值法/实测碳含量法

燃气燃烧直接排放

组分密度法（通过天然气的组分和密度
计算天然气的碳含量）/组分法（通过天
然气的组分和气体摩尔体积计算碳含量）

/热值法
工业
过程
排放

碳酸盐脱硫直接排放 基于煤炭硫含量/基于投入的碳酸盐/基
于产出的脱硫石膏

其他
综合厂用电 报告生产设备用电、发电量、供电量

外输蒸汽 通过外输蒸汽量、蒸汽压力和温度折算
用电量

电力企业排放活动和计算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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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排放活动和计算方法简介

排放活动 计算方法
燃烧排放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热值法/实测碳含量法

工作过程
排放 生料碳酸盐矿物分解直接排放

无替代原料法（通过熟料中的
CaO和MgO含量推算排放因子）

/含替代原料法（通过生料中
CO2的质量分数和生料烧失量

推算排放因子）

间接排放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净外购(+)/净外输(-)电力乘以统
一的电力使用排放因子，得到

间接排放量

9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钢铁企业排放活动和计算方法简介

排放活动 计算方法

钢铁生产（长流程）直接排放&
钢铁生产（短流程）直接排放

将烧结、焦化、炼铁、炼钢等多个工序看
作为一个整体（单元），不考虑其内部物
质转换，仅计算其所有外部输入的碳和输
出外部的碳，两者相减得出碳排放量（物
料平衡法）。

石灰烧制直接排放
分两部分，能源燃烧部分使用热值法/实测
碳含量法；另一部分是石灰石分解，基于
石灰石碳酸钙含量计算。

自备电厂燃烧直接排放 含碳能源燃烧，使用热值法/实测碳含量法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通过电力使用量合计和自产电力供电量计
算净外购(+)/净外输(-)电力，再乘以统一的
电力使用排放因子，得到间接排放量

外购/外输蒸汽 目前只报告外购蒸汽量、外输蒸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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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活动 计算方法
燃烧
排放 固定源燃料燃烧直接排放 热值法/实测碳含量法

工业
过程
排放

催化剂烧焦直接排放 根据不同的工序选用工业风用量倒推的
计算方法或者烧焦量乘以碳含量的方法

制氢反应直接排放 煤制氢计算方法、天然气制氢计算方法、
炼厂干气制氢计算方法

硫磺回收过程直接排放 硫磺回收装置的酸性气量乘以酸性气中
的CO2含量的计算方法

环氧乙烷/乙二醇生产过程
直接排放

（乙二醇装置乙烯原料用量X乙烯原料的
碳含量-环氧乙烷产品产量X环氧乙烷的碳
含量）X44/12

间接
排放 外购/外输电力间接排放

通过电力使用量合计和自产电力供电量
计算净外购(+)/净外输(-)电力，再乘以统
一的电力使用排放因子，得到间接排放
量

其他 外购/外输蒸汽 目前只报告外购蒸汽量、外输蒸汽量

石化企业排放活动和计算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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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需实测的数据 可选择实测或采取默认值

煤炭燃烧
（热值法）

燃煤使用量（AD）
燃煤低位发热量（Q）、

燃煤单位热值碳含量（CQ）、
碳氧化率（OF）

 示例：某发电厂有一台300MW的燃煤机组，2012年燃煤使用量70万吨，全

年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为20180兆焦/吨，该电厂2012年煤炭燃烧的碳排放：

原煤单位热值碳含量默认
值（单位：克碳/兆焦耳）

碳氧化率
取默认值

燃煤电厂碳排放计算实例

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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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规制度

以省发改委部门规
章颁布

作为总的管理办法
的补充性管理细则，
对企业碳排放报告
与核查的要求和流
程进行详细的规定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
信息报告与核查实施

细则（试行）》

以省政府令的形式
确立广东省实行碳
排放信息报告和核
查制度

对企业碳排放报告
与核查进行原则性
的规定

2014年3月1日正式
实施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
试行办法》

明确建立企 业 碳
排放信息报 告 制
度、核查制度

明确建设碳 排 放
信息报告核 查 系
统

《广东省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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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技术文件

• 技术指南分为报告分支和
核查分支；

• 报告分支中“通则”对报
告的框架和通用性内容进
行阐述和指导；

• 分行业报告指南根据行业
特征细化核算方法；

• 碳排放核算方法学支撑整
个报告技术指南，同时指
导碳排放核查方法学；

• “企业碳排放核查规范”
由核查方法学支撑，同时
需要结合行业特征。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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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接
配
额
考
核
依
据

指
导
配
额
分
配

低碳宏观工作支撑 碳排放监管支撑 碳交易支撑

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性

数据库及管理平台

企业碳排放信息

报告与核查系统

碳排放权配额

登记注册系统

碳排放权交易

平台系统

结算信息传送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咨询机构
报告企业

控排企业
核查机构

政府部门 控排企业 碳交易所

碳交易所 交易主体

8、系统工具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应对气候变化统计
体系

信息对接



 为碳交易市场与碳监管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强大的信息化支撑，同时可辅助

企业进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科学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管理

 服务于钢铁、石化、水泥、火电四大行业260多家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政

府部门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系统



 建立了广东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及管理平台，管理省、市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为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考核体系奠定基础，可为政府相关部门的温

室气体排放管理、统计核算与考核、低碳发展决策等提供系统支撑

 管理着广东省及21个地市2005~2012年排放清单及综合数据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性数据库及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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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能力培训

企业能力培训 管理部门能力培训 第三方机构培育

召开企业培训大会，电
力、水泥、钢铁、石化
四大行业近200多家企
业参加

首次历史碳排放盘查由
盘查机构辅导企业填报

不定期组织碳排放管理
课程，企业自愿参加

赴英国、美国等地进行考
察和学习

和国内外研究机构交流合
作

和国内其他碳交易试点紧
密联系

组织地级以上市发改部门
进行业务培训

培养了一批我省第三方
碳核查与咨询服务机构，
促进了碳排放服务产业
的发展

首批列入16家碳排放核查
机构进入推荐名单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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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MRV体系的特点

• 可供选择的报告层级，以适应不同规模与报告时期企
业不同报告要求：

• 分企业、排放单位、排放设备三层级

• 可选择实测排放因子或参考排放因子

可持续性
（适用于不同规模

与报告时期的企业）

• 通过方法设计，利用经济利益杠杆促使企业提升数据
质量

• 排放因子参考值使用上限值

• 企业进行排放因子自测则排放量可减少

成本效益平衡
（有利于促进企业
提升报告准确度）

• 结合企业现有计量体系

• 标准化的填报方法与填报范本等

可操作性
（便于企业实施报

告） 19

一、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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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与
配额
分配
对接

1.报告
时期

2.数据
支撑

3.指南
编制

7.配额
分配对

象

广东省碳排放MRV体系建设过程
遇到的问题类别

宏观层面
问题

微观层面
问题

MRV体系

4.企业
操作

5.政府
执行

6.重点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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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信息
初始报告

• 目标：摸清企业历史碳排放情况，为碳排放配额分配奠定基础

• 时间：纳入企业首次报告时

• 对象：拟纳入碳排放管理的企业和单位

• 内容：报送历史碳排放信息

• 历史报告阶段，无历史数据或不完整，采用参考排放因子

年度报告

• 目标：作为政府核销企业配额的依据

• 时间：每年编制

• 对象：确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和单位

• 内容：每年编制上年度碳排放报告，企业数据需经第三方机构的核查

• 正式报告阶段，数据收集规范化，可使用实测排放因子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1）碳市场不同报告时期有不同的数据需求和要求

1.宏观问题：报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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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报告阶段，实测数据不完整，不同企业存在数据基础的差异

固体燃料热值 油品热值 气体燃料热值

电力 97% 18% 100%

水泥 69% 0% —

钢铁 39% 33% 0%

石化 100% 13% 40%

表 碳排放计算关键参数实测率（2012年）

*实测率：指实测值使用率，能一定程度反映企业的是否实测该参数或实测值是否符合要求

 历史报告阶段，企业往往没有实测碳排放计算相关系数

 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数据基础较好，实际测量碳排放相关计算系数

1.宏观问题：报告时期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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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选择报告缺省值/实测值：广东省报告指南提供碳排放计算系数缺

省值，满足历史数据缺失、规模较小、监测成本较高企业的报告需求

全面：60余种能源及物料的排放因子，包含化石能源、替代能源等

详尽：对每一个数据标注了精确到发布日期、数据编号的数据来源

权威：来源于国家发改委指导文件、国家标准、IPCC

解决思路：适应不同报告时期与数据基础企业不同的报告要求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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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主体：企业/单位法人（

或视同法人）

• 分层1：根据国际惯例按排放

特征划分

• 分层2：遵循“透明性”原则

与核查需求，鼓励企业分单元

报告（可按工序为划分标准）

• 分层3：具体到排放设备，数

据更为精细和高要求

企业

排放单元
A

排放单元
B

排放单元
N

排放设备
A

排放设备
B

排放设备
N

工业
过程燃烧 外购

电力
活动

N 分层1

分层2

分层3

 排放单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排放设备：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2）可选择性的报告层级：适应不同规模企业的数据要求

规模小
的企业

规模大
的企业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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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统计制度
•没有要求企业制定数据监测计划
•一般由政府审核企业数据，没有引入
专业的第三方机构

内容 基本信息
能源活动 生产过程

能源用量及
热值

排放及转化
因子

产量，原料
用量

排放因子及其
他过程参数

“三大”
统计制度

环保厅 √ 部分 × × ×

统计局 √ √ × 部分 ×

经信委 √ √ × 部分 ×

碳排放统计 √ √ √ √ √

碳排放统计共需要的关键信息共3大类，5小类，其中：环保满足2小类，统计和经信委各满足3小类

 环保局：“环境统计综合报表制度”
 统计局：“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经信委：“能源利用状况分析报告制度”、

能源审计制度等

 “三大”统计制度为碳排放MRV体系奠定基础，但不完全满足MRV需求

表 企业碳排放MRV与国内现有数据统计制度对比

2.宏观问题：数据支撑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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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充分整合现有数据基础

 与企业现有计量体系充分结合，适度提出额外的针对碳排放报告的要求

碳排放所需数据 节能计量基础
能否基本满足？ 数据来源

企业概况、生产设施、产品信息、经
营范围、排放源识别 √

产品信息可参考能源状况报告，企
业概况、经营范围可参考其他资料，
生产设施、排放单元可参考次级用

能单元

燃料种类、使用量、低位发热量 √ 能源状况报告

能源碳含量 × 企业内部、外部检测或指南参考值

物料种类、使用量 √ 企业统计资料

碳含量、物料相关成分分析 × 企业内部、外部检测或指南参考值

计量统计体系建设
配备和校准相关计量器具、仪表

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并保存备查
√

扩展碳含量检测、含碳物料计量的
有关措施，加强相关证据文件的存

档

碳排放报告人员配备 √
与节能工作结合度较高，可通过原
节能技术人员进行碳排放相关知识

的方式满足人员要求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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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观问题：指南编制

 报告指南存在不同行业、编制单位等方面的差异：

（1）不同行业的报告方法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点

（2）不同行业指南由不同机构进行编制

报告与核查指南工作产出 承担单位

企业碳排放报告
指南系列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通则） 中山大学
广东省电力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钢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赛宝认证中心
广东省水泥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省石化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东省造纸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化工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东省有色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分中心
广东省纺织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广东省陶瓷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交通领域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省建筑领域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企业碳排放核查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核查规范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广州分中心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核证工作手册 赛宝认证中心

较容易在定义术语、框架、
排放因子数据来源等方面
不统一，使指南体系缺乏

系统性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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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设置通则，各行业指南协调统一

定位 结构

• 设置各行业指南公共的报

告框架与方法

编制依据、定义术语、基本原则

报告范围

统计期
二氧化碳活动识别

排放单元识别
排放设备识别

计算方法
物料平衡法
排放因子法

数据质量管理
监测计划、排放报告

• 企业碳排放通用报告方法

• 各行业指南公共计算方法

燃烧、外购电力、外购热力排放计算方法

热值、碳含量、排放因子参考值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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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微观问题：企业操作——企业提高监测水平的意识不强

解决思路：成本效益平衡原则

29

通过机制设计，
增大企业提高数
据质量能带来的
收益，增幅高于
增大的成本，使
平衡点右移，提
升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提升边际成本

数据质量提升边际收益
平衡点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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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成本效益平衡原则

具体方式：缺省值使用权威文献中提供的区间上限值，企业实测值一般比缺省值小，

使计算的排放量减小，从而使企业获益

行业
无烟煤热值缺省
值（上限值）

（MJ/t）

企业实测值
（MJ/t） 实测比缺省值小

电力

27631

20240~21788 21~27%

水泥 20282~23559 21~27%

钢铁 25798~27549 0.3~7%

石化 19873 28%

表 广东省能源缺省值与企业实测值对比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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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微观问题：企业操作——碳排放报告能力有限

解决思路：增强可操作性

（1）试点建设初期免去影响较小且企业难以实施的排放报告要求，后期逐步补充建立

 气体种类仅报告能源和工业过程CO2，已囊括超过85%以上的排放量，同
时，也与国家碳指标考核的统计气体种类一致

 其他种类气体，企业监测基础较差

林业与
土地利
用变化

能源
活动

工业
过程 农业 废弃物

处理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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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点建设初期免去影响较小且企业难以实施的排放报告要求，后期逐步

补充建立
 水泥行业的窑头粉尘和生料非燃料碳对应的排放无需进行报告

 碳氧化率无需进行计算，统一使用100%

计算所需数据 企业数据是否满足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 无收集计量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 无收集计量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元素分析） 无测量且成本较高

计算所需数据 企业数据是否满足
炉渣、飞灰产量 部分企业有收集计量

炉渣、飞灰碳含量（元素分析） 无测量且成本较高

碳氧化率低，意味着燃烧效率低，
反而排放量可以减少而获益，不符

合鼓励提高燃烧效率的目的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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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化报告表格，避免出现过于笼统的报告要求

 广东省报告指南提供的

报告范本对需要填报的

内容均进行表格化

 且把无需填报的内容标

注为灰色，便于企业识

别与填报

解决思路：增强可操作性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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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增强可操作性

（3）广东省报告指南对企业排放数据来源、依据标准、监测频次、监测

要求、证明文件进行详尽细致的规定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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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观问题： 政府执行—
—MRV执行效果保证

解决思路：使地方发改高
度参与MRV的执行过程

编制
监测计划

提交排放报告
和核查报告

确定控排企
业名单

完成审核
监测计划

完成年度排
放报告

审定报告，
确认企业最
终排放量

省级主管部门
管理与监督

监管企业
监测与报告

地市级发改部门
协助省级主管部门

初审
监测计划

初审报告

组织企业开
展相关工作

进行碳排放
监测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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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 组织核查报告的评议，对仍存在问题的企业数据进行复查

提交排放报告
和核查报告

完成年度排
放报告

报告评议、
评审

省级主管部门
管理与监督

监管企业
监测与报告

第三方机构
核查

地市级发改部门
协助省级主管部门

初审报告

进行核查，
出具核查报告

获知上年度
确认排放量，

上缴配额 36

进行复查，对
报告进行修改

数据存
在问题

所有
报告
进行
评审

5.微观问题：政府执行——核查机构核查后的数据可能仍存在问题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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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微观问题：重点细节——碳排放计算时较易出现的漏洞

煤库 煤磨 发电机组

燃煤使用量盘库数

进厂时所测热值

燃煤使用量
入/出磨数

入/出磨时所测热值

燃煤使用量入炉数

入炉时所测热值

运输损失
水分变化

研磨损失
水份损失

运输损失

（一般电厂在前两个环节测此值）

以下问题往往没有作明确规定，若被企业利用，则会造成10%以上的计算误差：

（1）由于测量环节不同，活动数据（如燃煤使用量）同时存在多个时的取值问题

（2）由于测量环节不同，计算系数（如燃煤热值）同时存在多个时的取值问题

（3）热值取空干基还是收到基的问题

碳排放量=燃煤使用量X 燃煤热值 X单位热值碳含量X 44/12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解决思路： 寻找数据计算漏洞，作出针对性规定

解决措施：规定使用量和热值必须使用同一测量环节、同一状态的数值

若不一样，则需要进行转换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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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分配对象问题：非控排企业碳排放监控

控排企业
（碳交易企业）

碳排放量≧20000吨

（1）控排企业（碳交易企业）的名单可能发生变动

 一方面，控排企业排放量掉出门槛，则不纳入控排

 另一方面，非控排企业排放量可能达到门槛，纳入控排

（2）名单变动的依据是排放量，若仅要求

碳交易企业进行报告，则非控排企业纳入控排

的数据依据得不到

达到门槛，纳入控排

掉出门槛，不纳入控排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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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 设置报告企业进行排放监控，符合要求的纳入控排

首批控排企业

碳排放量≧20000吨

达到门槛，纳入控排

掉出门槛，不纳入控排

报告企业
碳排放量：10000~20000吨

综合能耗：5000~10000吨标煤

 设置更低的门槛，将此部分企业设为报告企业

 报告企业需要每年报告排放量，但无需进行核查

也不参与碳交易

 2014年广东省电力、水泥、钢铁、石化行业：

控排企业：194家

报告企业：78家（暂）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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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分配对象问题： 配额分配与履约排放核算的数据层级不直接对应

 配额分配：基准法企业，配额分配和基准线建立需要排放单元（机组或生产线

等）层级的数据，企业层级的数据不可采用

 履约排放核算：计算企业整体排放，无需细致到排放单元（机组或生产线等）

层级

 这意味着，同样是排放数据的报告，但是因为目的不同而需要不同层级的数据

某电力企业 企业层级（=1
号+2号机组）

1号机组
（600MW）

2号机组
（1000MW）

发电量（亿千瓦时） 76 28 48

排放量（万吨） 610 235 375

两个机组分属不同级别的基准线组别，若历史数据
报告没有分机组报，则无法建立2个组别的基准线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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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主体：企业/单位法人（

或视同法人）

• 分层1：根据国际惯例按排放

特征划分

• 分层2：遵循“透明性”原则

与核查需求，鼓励企业分单元

报告（可按工序为划分标准）

• 分层3：具体到排放设备，数

据更为精细和高要求

企业

排放单元
A

排放单元
B

排放单元
N

排放设备
A

排放设备
B

排放设备
N

工业
过程燃烧 外购

电力
活动

N 分层1

分层2

分层3

 排放单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备组合，一般指单个工序、工段、系统。
 排放设备：产生直接或者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设备和用能设备。

解决思路：建立报告层级的概念，根据不同需求规定不同的报告层级

二、广东省MRV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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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展望

1.广东省MRV体系建立了三方面的能力

• 报告方法学：11个行业及领域报告方法

• 系统工具：企业MRV系统、温室气体数据库、统计体系

• 能力建设：企业、政府能力建设，第三方机构培育

2.广东省MRV体系建设三大原则

• 可持续性：适应不同报告时期与规模的企业

• 成本效益平衡：提高监测收益，促进企业提升监测水平

• 可操作性：充分考虑企业承受力与报告能力

广东省MRV体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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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展望

3.广东省MRV体系充分考虑广东实际情况

• 不是照搬国外已有的MRV体系

• 企业监测条件存在区域差异，不可一刀切

4.广东省MRV体系建设面临的三个挑战

• 经济波动性及配额分配对企业MRV过程的影响

• 区域、全国碳市场建立

• 电价管制下的电力企业排放量计算问题

广东省MRV体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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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MRV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 企业监测基础薄弱、报告能力较差

• 企业数据基础差异性大

• 企业提升监测水平的意识不强

• 国家直接对企业进行碳管理，执行力有限

建设与展望

• 国家统筹管理，省市充分参与规则制定与执行过程

• 设置通则，增强报告指南体系性与系统性

• 充分考虑不同报告时期和规模企业的报告需求

• 考虑不同区域企业的监测水平差异

三、总结与展望

MRV体系建设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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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 教授
中山大学低碳科技与经济研究中心
邮箱：stsyuz@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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