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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深化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工作方案（2025-2027 年）（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天津市碳达峰

碳中和促进条例》等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碳排放权交易机

制，更好发挥碳市场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作用，制

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天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行业

范围有序扩大，交易主体、交易品种更加丰富多元，碳排放

数据管理持续加强，助推重点领域绿色转型的作用更加显著。

二、重点任务

（一）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1.修订《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编制《天

津市水上货物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

研究制定氢燃料电池汽车、油改电小客车碳减排量核算技术

规范，发布碳普惠方法学，编制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指南、

建立项目库，推动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搭建重点产品碳足

迹因子数据库。

（二）有序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

2.根据全市碳排放双控目标，综合考虑行业发展状况、

产业和碳排放特征、数据质量基础等因素，有序扩大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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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新增年排放温室气体 1万吨以上货运港口行业、

水上及航空货物运输行业，以及年排放温室气体 1-2 万吨工

业和航空（机场）企业纳入地方碳市场。发布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单位名单。

（三）优化配额分配规则

3.天津碳市场原则上采用历史强度法、历史排放法分配

配额，探索基准值法分配配额；综合国家及我市“双碳”工作

部署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设定控排系数；按年度制定并

发布配额分配方案。

4.年度配额分配以免费发放为主、有偿发放为辅。配额

发放分两批次，第一批次配额原则上不少于上一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 70%，第二批次配额待年度核查结束后按照多退

少补原则进行核发。

5.重点排放单位新增生产设施的碳排放量不纳入当年配

额管理。在配额清缴中设定盈余和缺口上限，重点排放单位

配额盈余量或缺口量原则上不超过履约排放量的 20%。

6.重点排放单位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的，履约年和基准

年均不计入外购电力电量。其中，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形式购

入的不核发配额；采用直供或其他市场化形式购入的，核发

配额仅适用于履约年度存在配额缺口的重点排放单位，核发

上限设定为年度配额缺口。

（四）强化配额清缴

7.开展年度碳排放核查，根据核查结果确定温室气体排

放量、核发配额。组织重点排放单位在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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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展配额及天津核证减排量交易，督促按时完成配额清缴。

8.探索建立重点排放单位配额盈缺信息互通和交易价格

信息共享机制，指导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完善交易规则，提升

服务质量，助力配额清缴。

9.重点排放单位解散、关停、迁出本市时，应当注销与

该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相等的配额，并将该年度剩余免费配

额全部上缴。

（五）加强数据质量管理

10.组织重点排放单位按照核算、核查技术规定编制年度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如实准确统计核算

温室气体排放量。

11.指导重点排放单位建立完善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制

度，明确职责、细化要求，规范数据收集流程，严格参数选

取规则，科学核算碳排放数据并加强结果审核校验。鼓励具

备条件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搭建碳排放数据平台。

12.围绕管理政策、核算方法、检测技术、数据管理与分

析等重点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强化专业技术支撑，持续提

升碳排放管理水平。

13.研究搭建全市碳排放管理平台，推进温室气体清单、

重点单位碳排放、重点产品碳足迹、碳普惠等管理工作信息

化、智能化。

（六）强化监督管理

14.将碳排放执法检查纳入生态环境领域“双随机、一公

开”年度检查安排，会同市有关部门适时组织开展联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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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对象包括重点排放单位及其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

和年度排放报告编制机构，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的技术审

核机构。

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重点排放单位应制定并执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

量控制方案、统计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报送排放统计核算

数据、年度排放报告，保存年度排放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

录和管理台账。

（2）检验检测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规程和技术

规范要求，不得出具不实或者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

（3）编制年度排放报告、对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技术审

核的机构，应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能力和技术人员，

建立业务质量管理制度，独立、客观、公正开展相关业务，

出具的年度报告不得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遗漏，不得篡改、伪

造数据资料，不得使用虚假的数据资料或者实施其他弄虚作

假行为。

15.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活动的监管。交易机构应当完善

相关业务规则，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制定风

险管理预案，及时公布本市碳排放权交易信息。当发生重大

交易异常情况时，应当采取限制交易、临时停市等紧急措施。

（七）助推绿色转型

16.支持重点排放单位按照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购买一

定比例的 CCER或天津核证减排量用于清缴配额，鼓励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行为，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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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推动重点排放单位实施节能降碳行动，鼓励使用非化

石能源电力，支持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18.支持相关机构参与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制定工作，鼓

励有条件的重点排放单位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依法依规示

范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信息披露。

19.建立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库，支持金融机构探索开发基

于碳减排量的碳金融产品。支持重点排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

配额质押融资。

（八）衔接全国碳市场

20.组织石化、化工、有色、建材、造纸、航空等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严格落实全国碳市场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工

作部署，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持续提升碳排放数

据质量。

21.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转入全国碳市

场后在天津碳市场仍有配额结余的，保留其本市碳市场账户

并继续参与交易。

三、组织安排

各区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深化天津碳市

场建设工作，全力抓好任务落实。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强组织

推动与业务指导，及时评估工作成效，完善部署安排，保障

碳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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