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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完善本市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规范碳排放权的

抵消，促进全社会减少碳排放，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 号）和《天津市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津政办规〔2020〕11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碳排放权交易纳入企业（以下简称“纳入企业”）

使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其碳排放量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规定的核证自愿减排量类型包括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和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 

用于抵消的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超出纳入企业当年实际碳

排放量的 10%。1 单位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 1 吨二氧化碳排放。 

第三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碳排放权抵消相关

工作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林业碳汇项目相关工作的组

织实施、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 

第四条  纳入企业可用于抵消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应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一）所属的自愿减排项目，其全部减排量均来自本市行政

区域范围内，且产生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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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来自二氧化碳、甲烷气体项目的减排量； 

（三）非来自水电项目的减排量； 

（四）不属于本市纳入企业排放边界范围内的核证自愿减

排量； 

（五）不属于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温室气体重点排

放单位的核证自愿减排量； 

本市与其他省市签署生态保护补偿或其他合作协议中有规

定允许抵消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可以按照本办法进行抵消。 

第五条  纳入企业可用于抵消的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

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项目业主应具备该地块土地的使用权； 

（二）按照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方法学开发； 

（三）按照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相关文件规定，

由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自愿减排交易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

出具项目审定报告和减排量核证报告； 

（四）通过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项目和减排量评审。 

第六条  天津林业碳汇项目业主申请项目和减排量评审须

向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函和申请表； 

（二）项目概况说明； 

（三）企业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四）项目开工时间证明文件； 

（五）项目设计文件和审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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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监测报告和减排量核证报告。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出意

见后转报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七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

织专家对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和减排量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通过

专家评审的项目审定报告和减排量核证报告应在部门网站上公

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将录入

到项目业主在本市碳排放权登记注册系统开设的账户中。 

第八条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信息可在中国自愿减排交易

信息平台查询。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信息可在本市碳排放

权交易机构网站查询。用于抵消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和天津

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可以在本市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进行交易。 

第九条  纳入企业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碳排放量，

应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簿中提交线上申请，并同时向市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抵消申请表； 

（二）项目和减排量备案函； 

（三）项目减排量核证报告。 

纳入企业使用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抵消碳排放量，应

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抵消申请表。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依照本办法相关

规定办理抵消。 

第十条  抵消过程中相关机构和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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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

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

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

减排量。 

（二）林业碳汇是指通过实施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

少毁林等活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

过程、活动或机制。 

（三）天津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TFCER）是指通过市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的林业碳汇项目减排

量。 

（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是指

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

列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单位。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市发展

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抵消机制有关

事项的通知》（津发改环资〔2015〕443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