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碳排放配额（以下简称配额）管理，促进减排行动，

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发展，根据《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市配额的相关管理行为和活动。 

第三条  本市配额管理遵循积极稳妥、规范有效、公平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对年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排放单位（以下简称配额管理

单位）实行配额管理。2015 年前，将 2008—2012 年任一年度排放量达到 2 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工业企业纳入配额管理。 

第五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配额进行统一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委托有关单位（以下简称登记簿管理单位）对本市碳排放权

交易登记簿（以下简称登记簿）进行管理。 

第六条  配额管理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登记簿管理单位申请开设登记

簿账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说明； 

（四）登记簿管理单位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登记簿管理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符合条件的，在 2 个工作日内为配额管

理单位开设登记簿账户。 



第七条  本市对配额实行总量控制。以配额管理单位既有产能

2008—2012 年最高年度排放量之和作为基准配额总量，2015 年前，按逐年下

降 4.13%确定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2015 年后根据国家下达本市的碳排放下

降目标确定。 

配额管理单位在 2011—2012 年扩能或新投产项目，其第一年度排放量按

投产月数占全年的比例折算确定。 

2015 年前配额实行免费分配。 

第八条  配额管理单位每年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碳排放电子申报系统和

加盖公章的书面文件向市发展改革委申报本年度排放量（以下简称申报量）。逾

期未申报的，视为放弃该年度配额。 

配额管理单位实施减排工程，其预计年度减排量可纳入年度排放量一并申

报。减排工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投入运行； 

（二）履行了基本建设程序； 

（三）具有直接减排效果，且减排量可量化； 

（四）不属于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同步实施的工程。 

第九条  配额管理单位申报年度及以后年度新增产能形成的排放量原则上

不纳入申报范围。如该排放量不能单独核算，按产量分摊后扣除；如不能按产量

分摊排放量，一并纳入申报范围。 

第十条  配额管理单位申报量之和低于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的，其年度

配额按申报量确定。 



配额管理单位申报量之和高于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的，按以下规定确定

年度配额： 

（一）配额管理单位申报量高于其历史最高年度排放量的，以两者平均量

作为其年度配额分配基数（以下简称分配基数）；配额管理单位申报量低于其历

史最高年度排放量的，以申报量作为分配基数。 

（二）配额管理单位分配基数之和低于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的，其年度

配额按分配基数确定；配额管理单位分配基数之和超过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

的，其年度配额按分配基数所占权重确定。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在配额管理单位年度排放量申报规定时间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下达本年度配额。 

登记簿管理单位收到年度配额分配方案后 2 个工作日内，通过登记簿发放

配额。 

第十二条  配额管理单位申报量超过市发展改革委审定的排放量（以下简

称审定排放量）8%以上的，以审定排放量与申报量之间的差额扣减相应配额。 

配额管理单位实际产量比上年度增加，且申报量低于审定排放量 8%以上

的，以审定排放量与申报量之间的差额作为补发配额上限。补发配额总量不足，

按该差额占补发配额总量的权重补发配额。 

配额管理单位实施了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减排工程，其减排量经市发展改

革委审定后，在申报量中予以扣除。 

第十三条  补发配额来源： 

（一）扣减的配额； 

（二）排放设施转移或关停收回的配额； 



（三）第十条规定的配额管理单位所获配额之和低于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

限的差额部分。 

第十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在每年 4 月 20 日前完成上年度排放量审定，调整

上年度配额。 

登记簿管理单位根据配额调整方案，在 2 个工作日内通过登记簿对配额予

以变更。 

第十五条  配额通过交易发生变更的，登记簿根据交易系统发出的指令自

动变更。 

配额通过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相关权利人应当向登记簿管理单位申请变

更登记，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 

（三）配额变更证明材料。 

登记簿管理单位在收到材料后，符合条件的，在 2 个工作日内通过登记簿

予以变更。 

第十六条  配额管理单位与配额管理单位合并的，由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单

位继受配额，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 

配额管理单位与非配额管理单位合并的，由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单位继受配

额，并履行配额清缴义务。原非配额管理单位的碳排放不纳入配额管理。 

单位合并的，按照如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一）参加吸收合并的单位应当在办理合并手续前，书面报告市发展改革

委，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冻结配额管理单位账户。存续单位在合并结



束后 10 日内向登记簿管理单位提出配额变更申请，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

日内对相应配额进行变更，注销被合并配额管理单位的账户。存续单位是非配额

管理单位的，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为其开立登记簿账户，注入被合并

配额管理单位的配额，同时注销原配额管理单位的账户。 

（二）参加新设合并的单位应当在办理合并手续前，书面报告市发展改革

委，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冻结配额管理单位账户。新设单位在取得营

业执照后 10 日内向登记簿管理单位提交登记簿开户申请，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为其开立登记簿账户，将冻结账户的配额转移至该账户，同时注销冻

结的账户。 

第十七条  配额管理单位分立的，存续单位或新设单位继受原单位的配额，

并履行各自的配额清缴义务。 

单位分立的，按照如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一）采取派生分立的，应当提前拟订配额分拆方案，书面报告市发展改

革委，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冻结该单位登记簿账户。新设单位在取得

营业执照后 10 日内向登记簿管理单位提交登记簿开户申请，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为其开立登记簿账户，根据配额分拆方案将冻结账户的相应配额转

移至该账户，同时解冻原单位账户。 

（二）采取新设分立的，应当提前拟订配额分拆方案，书面报告市发展改

革委，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冻结该单位登记簿账户。新设单位在取得

营业执照后 10 日内向登记簿管理单位提交登记簿开户申请，登记簿管理单位在

2 个工作日内为其开立登记簿账户，根据配额分拆方案将冻结账户的配额转移至

相应账户，同时注销原单位账户。 



第十八条  配额管理单位应当在每年6月20日前通过登记簿提交与审定排

放量相当的配额（含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下同），并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加盖

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 

2015 年前分两期履约，配额管理单位在 2015 年 6 月 20 日前履行第一期

配额清缴义务；在 2016 年 6 月 20 日前履行第二期配额清缴义务。 

市发展改革委收到申请文件后，交由登记簿管理单位通过配额清缴审核，

注销相应配额。 

配额清缴期届满后，配额管理单位未提交书面申请文件，视为未履行配额

清缴义务。已提交书面申请文件，但未通过登记簿提交配额或提交的配额数量不

足的，由登记簿管理单位注销已提交的配额，并视情况认定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配额清缴义务。 

第十九条  配额管理单位将全部排放设施转移出本市行政区域或整体关停

排放设施，应当及时向市发展改革委报告，市发展改革委审定其排放量后收回免

费分配的剩余配额，并通知登记簿管理单位注销该单位登记簿账户。 

第二十条  2015 年前，每个履约期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使用数量不得超过

审定排放量的 8%，减排项目应当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投入运行（碳汇项目

不受此限），且属于以下类型之一： 

（一）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 

（二）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 

（三）碳汇； 

（四）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 



市发展改革委结合本市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情

况对减排项目的要求进行调整。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所称历史最高年度排放量，是指 2008 年至配额管理单

位排放申报年度审定排放量的最高值。 

第二十二条  国家和本市对配额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