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2024 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点》

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工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市环科

院、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境执法总队、市环保宣教中心、市减污降碳中心，各相关单位：

为有序推进本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我局制定了《上海市 2024 年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1 日

上海市 2024 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点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起步之年。为有序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特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 工作目标

2024 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持续深化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实施配额分配方案提前发布，优化完善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碳普惠体

系初步建立，基本建成管理运行平台并正式运营，试点一批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减排项目和场景，努力

实现碳普惠减排量闭环消纳。建立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跨部门推进协调机制，积极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

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意识进一步提升。

重点任务

1. 持续深化上海试点碳市场机制建设。实施配额分配方案提前发布、预配额提前发放的配额管

理新机制，做好上海试点碳市场第十一个履约周期各项工作。完善本市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方法学（通则、钢铁行业、危废行业），并在上海碳市场 2023 年度核查工作中应用验证。修订

《上海市碳排放核查第三方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推动碳金融创新，大力发展碳回购业务并实现上线

交易，完成中证上海环交所转型指数方案编制并上报证监会，开发上海碳价格指数金融产品。优化完

善市场交易规则，发布新纳入交易主体的准入规则。

2. 大力推进上海碳普惠体系建设。组建并公布上海市碳普惠专家库。构建碳普惠方法学储备库，

发布绿色出行、居民低碳用电、分布式光伏发电等 7 个方法学，并开发相应的减排场景或项目。积极

构建多层次消纳渠道，打通碳普惠减排量进入上海试点碳市场交易的实施路径，实现碳普惠体系初步

闭环。基本建成上海碳普惠管理运行平台，实现方法学申报和审核、减排场景（或项目）申请和签发

等核心功能的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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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碳排放管理法制建设。深入学习贯彻新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标上

位法相关条款，完成《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的编制工作。

4. 推动落实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印发《上海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24-2035 年）》，

细化分解各相关部门任务分工及年度任务清单，形成 2024-2025 年适应气候变化重点项目库，跟踪评

估年度任务落实情况，加强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跨部门、跨区域合作。

常规工作

5. 跟踪推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围绕国家下达本市的“十四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结合

本市实际，推动碳排放强度与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目标协同管理、协同考核，充分发挥“市区联动、

条块结合”的工作机制作用，压实能源、工业及信息化、建筑、交通等领域以及各区、各企业的碳排

放控制主体责任，确保 2024 年本市碳排放强度较 2023 年有所下降。加强目标分析研判，建立定期跟

踪评估机制，将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完成情况的跟踪和考核评价结果纳入上海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

6. 全力做好全国碳市场属地化管理工作。配合生态环境部，持续运行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

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的报批和组建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强化数据质量监管，进一

步完善优化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管理机制，提升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月度信息化存证的审核质量，

组织开展钢铁等行业企业月度信息化存证。组织做好本市 2023 年度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数据报

送和核查等工作。完成本市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分配及清缴履约等相关工作。

7. 扎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根据《上海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 2024 年度

市级任务清单并推进落实。推动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跟踪评估机制。指导上海碳谷绿湾产业

园、上海金山现代农业产业园、上海嘉定氢能港 3 个产业园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公开征集

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型案例，培育一批区级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案例。

8. 持续开展市、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完成 2022 年上海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以及 2023 年区

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逐步扩大清单成果在碳排放管理中的实际应用。进一步优化本市分领域、

分区域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技术方法，提升清单编制的科学性。

9. 积极开展各类试点建设工作。鼓励各区积极申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各项试点示范。持续深化

低碳城市试点建设工作。跟踪评估 2023 年度 13 个低碳发展实践区和 24 个低碳社区建设推进情况，

完成 2022 年度 9 个低碳发展实践区的中期评价和 2022 年度 11 个低碳社区的验收工作。指导浦东新

区开展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做好气候投融资项目与市绿色金融平台的对接，持续深化浦东新区气候

投融资试点。指导崇明区积极申报生态环境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10. 不断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力度。围绕贯彻落实《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本市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文件，立足碳市场、碳普惠、减污降碳、适应气候变化等工作开展宣传活动。

根据国家确定的全国低碳日宣传主题，多层级、多维度开展 2024 年全国低碳日上海主题宣传，宣传

推广低碳示范案例。组织碳普惠等科普宣教，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配合湖北省，做好第二届中国

碳市场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积极参与 COP29 中国角相关边会活动，提升上海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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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升本市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能力建设。围绕碳市场建设、温室气体清单编制、适应气候变

化、试点建设等领域开展系列技术培训，组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碳排放领域相关第三方机构、重点

企业、产业园区等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宣贯解读和技术培训。积极提升碳核查、碳评价、

碳普惠、碳监测、碳金融等碳相关领域第三方机构技术能力，支持第三方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做大做

强做精，引导碳领域相关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2. 加强应对气候领域政策和技术储备。开展上海重点行业降低纳管企业准入门槛的可行性研

究。开展本市电力、热力、污水处理、废弃物处置等公共服务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测算。开展本市

甲烷排放控制研究，重点关注废弃物处理、农业生产等领域的排放控制措施。配合开展本市大气污染

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的研究工作。跟踪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最新进展，

积极参与本市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开展大型赛事活动碳中和标准、碳信用评价等本市自愿碳减排规

范化管理研究工作。研究境外投资者参与上海碳市场、机构参与上海碳普惠减排量交易的准入规则。

探索研究国际自愿减排交易产品，积极争取《巴黎协定》下的国际减排机制交易平台落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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