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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温室气体排放编制技术路线-山东世通

公司名称 山东世通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资质:认监委备案发证机构
优势:一站式服务
地区:山东各地市

公司地址 高新区竹园路2号

联系电话 18300287732 18300287727

产品详情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从2007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到2020年提出2030年前
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负责任大国的减排担当。“十四五”时
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环评制度的源头防控作用，加快在环
境影响评价中考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大势所趋。

2021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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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办环评函〔2021〕346号）将山东省钢铁、化工行业列入试点。根据试点工作要求，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组织制订了《山东省钢铁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山东
省化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为山
东省开展钢铁、化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撑。

编制技术路线

以国家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为指引，以国家及山东省“两高”行业建设项目管理要求为约束，对山
东省钢铁、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实际水平开展现状调查，梳理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摸清排放
水平与减排潜力现状，确定适合山东省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参考值，通过查阅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思路相结合，制定适用于山东省钢铁、化工行业建设项目温室
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方法。

指南主要内容



本指南内容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工作程序、评价内容
共6章。此外，还编制了资料性附录。

（一） 前言

介绍指南编制的工作来源、规范的内容、编制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等基本情况。

（二） 指南的适用范围

明确指南适用的行业类别、项目类型、环评分类管理要求等。

（三）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及管理性引用文件分为：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排
污许可相关技术规范、国家及省相关政策文件等。

（四） 术语和定义

钢铁行业对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边界、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排放绩效、
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以及钢铁生产工序等12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化工行业对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增温潜势、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边界、活
动数据、排放因子、温室气体排放绩效、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温
室气体回收利用等13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五） 评价工作程序

明确了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形式和工作程序，在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期间同步开
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专章纳入环评文件。

（六） 评价内容

1. 政策符合性分析

政策符合性分析应根据收集的相关基础资料，分析拟建项目温室气体排放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
动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国家和山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两高”项目管理和温室气体排放减
量替代要求以及相关政策、规划等的相符性。

2. 核算边界确定

钢铁指南中，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核算边界划分项目边界和项目边界内各生产工序边界两种核算边界。对
于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核算边界还应考虑现有工程边界；对于涉及产能置换项目核算边界还应考虑被
置换项目出让方项目边界。为明确企业及各主要生产工序边界，指南中给出了企业及各主要生产工序边
界示意图和各主要生产工序核算边界表。

化工指南中，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核算边界划分项目边界和主要化工产品边界两种核算边界。新建项目以
项目范围为核算边界，核算项目范围内各生产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核算边界
还应考虑现有工程边界。企业主要化工产品的核算边界，应重点以该产品的主要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
统为核算边界；多种产品共用主要生产系统或辅助生产系统时，可根据实际使用或消耗情况确定每种产
品的消耗占比。



3. 现有工程温室气体排放分析

根据识别的温室气体排放节点，从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等方面调查现有工
程评价基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相关产品或工序的排放绩效水平。从源头防控、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回收利用等方面调查现有工程已采取的降碳措施，分析减排潜力。

4. 拟建工程温室气体排放分析

在明确建设项目边界和项目包含的主要工序（或主要产品）边界的基础上，根据识别的温室气体产生环
节、产生方式和减排措施，参照《指南》附录推荐的方法核算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各工序（或
产品）的排放绩效。改扩建项目应按现有、在建、拟建工程分别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填写建设项目温
室气体排放量“三本账”。

《指南》在统一核算方法和边界的基础上，依据山东省钢铁和化工行业现状调查的资料，在《指南》附
录中分别给出了钢铁行业6个主要工序和化工行业3种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参考值。在国家或省
相关主管部门公开数据发布前，可参考附录相关绩效水平值，评价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绩效水平。

5. 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

统筹环境、技术、能效与社会效益等方面，从以下两个层次开展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一是对建设
项目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开展可行性论证，二是对基于污染治理措施的方案比选论证。

6. 排放管理与监测计划

根据建设项目实际，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明确排放管理要求。新建项目应提出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台
账记录要求；改扩建项目应提出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台账记录的管理要求。对于被列入全省“两高”行业
和项目范围的，还应严格落实温室气体排放减量替代相关政策要求。

7. 评价结论

对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性、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减污降碳措施及可行性、温室气
体排放绩效水平、管理要求及监测计划等内容进行概括总结，给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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