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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规范本市碳普惠管理

工作，根据《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天津市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碳普惠体系建设方案》，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碳普惠是指以“低碳行动、普及全民、

惠享权益”为核心，对本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社

会组织和个人的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探索建

立商业激励、政策支持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绿色低碳发展

引导机制。

第三条 碳普惠工作应遵循聚焦目标、全面推进，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示范引领、制度创新，全民参与、普惠共享的基本原

则。

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碳普惠管理相关工

作，包括碳普惠政策文件的发布，碳普惠方法学的征集和管理，

碳普惠项目及核证减排量管理，碳普惠专家库管理等；指导天津

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天津排放权

交易所开展技术支撑和交易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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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协助开展碳普惠管理工作。

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作

为技术支撑机构，负责碳普惠项目审定、减排量核查以及碳普惠

项目跟踪评估工作。

第五条 依托天津市碳排放权登记注册系统打造碳普惠服务

平台，推动碳普惠服务平台与市信息资源平台共享交换数据。天

津排放权交易所负责运行维护碳普惠服务平台，制定碳普惠交易

规则，组织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交易。

第六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建立碳普惠专家库。碳普

惠专家主要负责天津市碳普惠方法学、碳普惠项目审定和减排量

核查等的评估工作。专家评估结果作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决策

的重要参考。

第七条 探索与国内其他省市地区建立碳普惠跨区域合作、

共建与联通机制。

第二章 碳普惠方法学管理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碳普惠方法学是指用于核算天津市行

政区域内低碳情景下的碳排放基准线和减排量，且未申报国家方

法学的方法规则。

第九条 优先开展绿色出行、资源节约和回收利用、生态系统

碳汇、非化石能源利用领域碳普惠方法学研究和申报。方法学应

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发展阶段等因素及时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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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征集碳普惠方法学建议。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可结合自身优势领域开发碳普

惠方法学，并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碳普惠方法学申报材

料包括申报方基本情况、方法学简介、方法学文本及编制说明等。

第十一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对申报材料完

备的，组织碳普惠专家开展技术评估，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

公示，经审核通过后予以公布。

第三章 项目核证减排量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核证减排量，是指按照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公布的碳普惠方法学计算，并经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

核公布的减排量。核证减排量的最小单位为 1 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可作为开发主

体依据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方法学开发碳普惠项目。碳普

惠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后开工建设、稳定运行 12 个月以上

且产生减排量的，申请主体可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碳普惠

项目申请材料。碳普惠项目申请主体可以是开发主体，或者受开

发主体委托的机构。存在委托关系的，双方应明确权利、义务并

签署委托协议。

第十四条 碳普惠项目申请主体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

的核证减排量，应承诺不重复申请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

不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在申报前，应将项

目基本情况、权属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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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征求意见建议并协商一致。

第十五条 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院）对碳普惠项目进行审定并核查减排量后，应出具审定与

核查报告。审定与核查工作参照国家有关要求执行。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碳普惠专家对报告进行技术评估，

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经审核通过后公布碳普惠项目，

并将减排量通过碳普惠服务平台发放至项目申请主体账户中。

第十六条 天津市符合条件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可以使

用核证减排量抵销碳配额清缴。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布

可在地方碳市场进行交易的核证减排量和可使用核证减排量抵销

配额的行业企业范围。

第十七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自

愿购买核证减排量实施碳中和。

第十八条 核证减排量通过履约抵销、碳中和等方式消纳后

注销，不可以重复使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做好碳普惠公示公开工作，

及时公布碳普惠方法学、碳普惠项目与核证减排量的情况，公布

碳普惠专家库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条 各有关单位、机构应当自觉遵守信息保密规定，做

好碳普惠数据管理工作，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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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院）应当科学、客观开展碳普惠项目审定及减排量核查等

工作，不得出具失实或虚假报告，严禁擅自使用或公布碳普惠项

目商业机密、信息。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自印发

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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