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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碳排放配额分配
方案



• 首批试点企业的范围确定考虑强度、范围、企业数量等多

个因素
 考虑到行业排放强度、排放量增长速度、所属发展阶段以及行业

差异性等因素，选择钢铁等10个工业行业以及航空等6个非工业

行业的191家试点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工业企业

• 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纺织、造纸、橡胶

、化纤等行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两万吨及以上的企业

 非工业企业

• 航空、港口、机场、铁路、商业、宾馆、金融等非工业行业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一万吨及以上的企业

上海碳交易主体范围



• 设定试点范围配额总量控制目标。
 结合上海碳强度下降要求和上海各项节能减排管理要求，
测算2015年全市碳排放总量；根据考虑试点范围对全市减

排的贡献率，确定试点范围配额总量。

• 根据行业特点选择合适的行业分配方法，一个行业一个方

法、行业方法要满足总量要求。
 基准线法：产品形式单一、排放和产品数据支撑较好。
 历史排放法：产品种类多、缺乏统一标准，排放及产品数
据统计难度较大。

• 保持方法稳定性，提供明确预期。
 一次性免费分配企业2013-2015年三年配额，配额可跨年储
存，不可预借。

上海分配方案的总体思路



根据行业特点和工作基础选择分配方法

• 历史排放法：
 考虑因素：历史排放基数、先期减排行动、新上项目

• 工业：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纺织、造纸、橡胶

、化纤等

• 非工业：大型公共建筑（宾馆、商场、商务办公等）

• 基准线法：
 考虑因素：企业单位业务量排放基准、实际业务量

• 工业：电力

• 非工业：航空、港口、机场

• 配额发放：免费一次性发放3年配额。

上海分配方案



• 计算公式

• 历史排放基数：2009—2012

• 先期减排：2006年—2011年，国家或上海节能量或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 新增项目：达到一定门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具有完善

的审批程序

历史法易于推行，但无法直接体现企业排放效率和碳排放

强度，但无法修正因经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科学性略显

不足。

历史法

企业排放配额=历史排放基数+先期减排配额+新增项目配额



• 计算公式
 电力

 航空港口

• 排放基准：电力：同类机组统一基准；航空：历史强度下降

• 业务量：当年度实际业务量

• 分配方式：先期预分配，第二年年初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基准线法相对科学，体现效率，贴近企业实际，但历史工作

基础要求高，管理成本高，且对实际业务量的核算难度较大，

初期推行具有一定难度。

基准线法

配额总量=排放基准×年度综合发电量×负荷率修正系数

企业碳排放配额=单位业务量排放基准×年度实际业务量+先期减排配额



• 历史数据盘查保障边界清晰数据有效
 对所有试点企业以核查要求进行初始盘查
 确定了所有企业的边界、获得了真实有效的排放数

• 分配方案与企业充分交流，正式方案征求企业意见
 联合行业协会、行业专家、试点企业等多方面研究探讨分
配方案

 开展企业培训，让企业充分了解分配方案
• 各行业重点企业调研会、行业企业专家座谈会、全体企业分

配方案意见征询会

 分配方法完善后向所有企业进行意见征询及反馈

• 分配数据由企业确认
 根据企业已认可的分配方案，请企业对自身的分配数据进
行确认

分配工作方式



• 扎实的历史数据是总量设定及配额分配的重要基础。

• 对于同一行业或同一产品，要采用同样的方法，不可根据

企业个性化情况做调整。

• 历史法易推行，基准线法更科学，分配方法应在贴合实际

的基础上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

• 新增项目的边界确定难度较大，新增产量统计具有很大困

难。

• 阶段性分配稳定性好，有利于市场预期，灵活性不足。

• 免费分配易推行，但不利于“碳资产”概念形成。

经验和启示



历史数据清晰有效
• 明确界定边界
 对于基准线：要明确划分工序边界，注意工序转供部分的
拆分问题，保障对各企业均能够公平有效
• 例如：炼油工序中，部分企业可能包括芳烃生产，部分企业

并不包括，出现了工序长度不同的情况

 对于历史强度法：明确“法人边界”排放的纳入范围，防
止出现泄漏
• 例如：法人边界中包含多个厂区，租赁，移动源外包等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获取企业协助
• 数据报送、盘查、试算、管理、配额确认等

有关建议



上海碳排放数据报送
和管理



• 通俗性问题

 如何使企业理解程序复杂严谨的碳排放数据报送工作？

• 统一性问题

 如何确保方法的统一？
 如何确保核算口径的一致？

• 公正性问题

 如何保障核查过程中核查机构的公正性，以确保数据的
有效？

碳排放数据体系中的问题



数据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 有效的数据
报送及管理体系

• 核查机构
• 核查工作管理

• 建立制度
• 明确安排
• 机构职责

制度体系

管理体系

• 计算方法
• 核算口径

• 数据一致性

支撑体系

技术体系



• 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统一通过上海市碳排放报告 直报系

统生成监测计划和碳排放状况报告。

• 直报系统网址：www.reg-sh.org

报送系统



直报系统



• 电子化的数据报送和管理系统是优化数据管理的
重要手段
 统一报告模板，便于数据统计，协助企业简化报送
 加强管理，有利于数据积累和数据分析管理
 政府和企业数据管理的沟通渠道

经验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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