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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碳排放

减量替代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的通知》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

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部署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促进能源资源高质量配置利用有关事项

的通知》（鲁政办字〔2022〕9号）明确“两高”行业范围，主要

包括炼化、焦化、煤制液体燃料、基础化学原料、化肥、轮胎、

水泥、石灰、沥青防水材料、平板玻璃、陶瓷、钢铁、铁合金、

有色、铸造、煤电等 16个行业上游初加工、高耗能高排放环节新

建（含改扩建和技术改造，环保节能改造、安全设施改造、产品

质量提升等不增加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除外）投资项目。“两高”

行业范围根据相关要求动态调整。

第三条 碳排放减量替代是指拟建项目新增碳排放量，需由

其他途径落实替代源，减少碳排放量。替代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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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关停、转产减少的碳排放量；

（二）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减少的碳排放量；

（三）拟建项目建设单位通过可再生能源、清洁电力替代化

石能源减少的碳排放量；

（四）通过其他途径减少的碳排放量。

第四条 替代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替代源原则上为“两高”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021 年 1

月 1日后形成的碳排放削减量。替代源在公示公告的“两高”行

业清单且数据可监测、可统计、可复核、可验证的，可不限于规

上企业。

（二）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形成的碳排放削减量。

第五条 建设项目按照行业分类确定替代标准，严格执行碳

排放减量替代制度，碳排放量依据《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

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核算。

（一）建设项目碳排放量 E 碳总核算方法为：

E 碳总=E 燃料燃烧+E 工业生产过程+E 电和热-R 回收

其中，E 燃料燃烧、E 工业生产过程、E 电和热分别指燃料燃烧、工业生产

过程、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量；R 回收指由项目主体产生，

但被回收作为生产原料自用或作为产品外供给其他单位不再排放

到大气中的碳排放量。

（二）替代量 Q核算方法为：

Q=E 碳总×H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3—

其中，H指行业系数。水泥、炼化、有色（电解铝）、煤电

（不含背压型热电联产）项目行业系数 H为 1.5；焦化、煤制液

体燃料、基础化学原料、化肥、轮胎、石灰、沥青防水材料、平

板玻璃、陶瓷、钢铁、铁合金、有色（不含电解铝）、铸造、背

压型热电联产项目行业系数 H为 1.2。

（三）替代源碳排放削减量取正常生产工况下前 3年实际碳

排放量的平均值，Q 削减核算方法为：

 i削 减
3
1Q Q ，i=1，2，3。

其中，Qi指年内实际碳排放量。Q 削减≥Q。

第六条 碳排放减量替代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生态环境

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审查建设项目和

替代源碳排放量测算是否科学、准确，替代源是否真实、可行。

第七条 建设单位因规模、工艺等调整，造成碳排放量增加

的，应当落实新增碳排放量替代源。

第八条 替代源碳排放削减量未落实的，建设项目不得投

产。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认真组织开展碳排放减量替代方案的

编制和核算，并对替代源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碳排放减量替代相

关内容，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

虚假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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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一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两高”项目的审核把

关和监督管理，分级建立碳排放减量替代指标审核动态管理台账，

并将碳排放减量替代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年度计划，推动监管、执

法有效联动、闭环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2年4月2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

年 4月 28日。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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