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运

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本市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企业和社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意识和自觉性，根据《国

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4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天津市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发

改气候〔2011〕3226 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 号）要求，制定天津市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内容，加快体制机制

创新，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推动以较低成本实现全市碳

排放强度下降目标，树立碳排放付费的发展理念，尽快形成开放、兼容的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努力成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提升服务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能

力，促进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建设。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统筹协调、政府指导的原则；二是坚持科学设计、

市场运作的原则；三是坚持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 

  （三）主要目标。建立本市重点碳排放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制度、企业

碳排放配额分配制度，建立配额登记注册、交易、市场监管等体系。2013 年初

步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支撑体系建设，形成交易。到 2015 年，进一步完善试



点工作，形成基本完善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十三五"时期，逐步扩大市场

范围，根据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工作总体安排，率先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打

造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二、重点任务 

  （一）制定管理办法。制定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作为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的依据，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规则，规范市场活动，保障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法制办、市金融办、天津证监局、市质监局等有

关部门） 

  （二）明确市场范围。将本市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油气开采等

重点排放行业和民用建筑领域中 2009 年以来排放二氧化碳 2 万吨以上的企业或

单位（以下称纳入企业）纳入试点初期市场范围。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进展及本市碳排放权交易能力建设情况，研究逐步扩大市场范围。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国资委、市建设交通委、市

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 

  （三）设定总量目标、合理分配配额。根据本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下降任务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及行业发展阶段，确定市场范围 2013 年

-2015 年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根据各年度总量目标，综合考虑纳入企

业历史排放水平、已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及未来发展计划等，制定纳入企业 2013 

年-2015 年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纳

入企业遵约情况，可对下一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和配额分配方案进行调



整。每年向纳入企业免费发放本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积极探索通过市场拍卖

方式发放配额。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统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 

国资委、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 

  （四）建立登记注册体系。建立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登记注册制度，建设登记

注册系统，对配额的发放、持有、转让、注销、结转等进行统一管理，依照用户

类别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相关服务。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天津证监局等有关部门） 

  （五）建立交易体系。依托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开发

建立包括交易账户管理、交易产品管理、资金结算清算、交易信息报送等功能的

交易系统，健全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规范各类交易活动，培育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天津证监局等有关部门，天津排放权交

易所） 

  （六）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制定企业碳排放报告指南，建立纳入

企业碳排放报告和核查制度，明确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工作流程。纳入企业在提交

碳排放报告时一并提交第三方核查报告。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报送系

统，加强企业碳排放数据管理。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国资委、市建设交通委、市

质监局、市统计局等有关部门） 

  （七）建立遵约制度。纳入企业每年通过上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方式遵约，

上缴数量应不少于经核查的年度排放量。允许纳入企业通过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



抵扣其部分碳排放量，比例不得超过年度排放量的 10%。研究制定相关措施，

对逾期未能足额上缴配额的纳入企业进行约束。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法制办、市金融办、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 

  （八）强化市场监管。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责任，对

交易参与主体、第三方核查机构、交易机构、交易活动等进行监督管理，保障碳

排放权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和有效运行。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天津证监局、市质监局、市财政局等有

关部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领导

任组长，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市法制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国资委、

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市质监局、市环保局、天津证监局等部门

相关负责同志为成员，统筹协调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

由市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试点工作推进落实。 

  研究设立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心，负责配额分配、登记注册、交易遵约、

系统维护等碳排放权交易日常管理工作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工作。建立

市碳排放权交易专家委员会，邀请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等领域专家担任

顾问，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决策咨询。 

  （二）加快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促进本市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和措施，形成

有利于试点工作的政策体系，建立碳排放控制目标考核责任机制，建立碳排放权

交易实施效果跟踪评价机制，适时予以调整和修订，保障和促进试点建设。 

  （三）加大资金投入。安排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能力建设，



加强企业碳排放报告报送系统建设，开展碳排放第三方核查工作，建立碳排放统

计测算体系，支持登记注册系统等基础支撑体系的建设运行和企业碳排放统计报

告工作培训等。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相关资金支持，拓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融资渠道，吸引各类资金支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设。 

  （四）加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本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大力增强与碳

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科研力量，着力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做好碳排放权交易的技术

储备；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软件及硬件设施升级改

造，完善提升纳入企业的相关能力。 

  （五）强化舆论引导。利用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国家绿色低

碳发展相关政策法规宣传，普及碳排放权交易及碳金融基础知识，提高全社会及

纳入企业对开展试点工作的认识，增强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和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