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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自

1850-1900 年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已上升 1.09℃，其中 1.07℃

升温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累计排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是

人类活动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交通基础设施（如道路、铁路、

机场、港口）、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如电力、水、点燃起供应）、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如互联网、5G 基站、数据中心）、以及社会基础

设施（如学校、医院、住房）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所需的基本条件，

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也导致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基础

设施相关的原材料开采、制造和运输、施工建设以及项目运营均会产

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2021 年气候行动基础设施报告》（UNEP）

显示，因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75%以

上。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有效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全球性

课题，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与行业组织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探索应

对之道，陆续推出包括气候/转型金融、碳定价机制、ESG 气候信息

披露等政策工具和管控手段，以鼓励和推动企业温室气体减排，尤其

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制定低碳减排政策和标准，推进绿色基础

设施建设和基建行业上下游价值链的脱碳转型。

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监管新形势，各行业企业积极制定碳

中和目标和碳减排行动路径。据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官网数据显

示，全球已有 7879 家企业采取减排行动，5276 家企业加入了科学碳

目标倡议，其中 3131 家企业作出明确的净零排放承诺。对于在全球

范围内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的国际工程企业来

说，开展碳管理是符合东道国绿色低碳合规要求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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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选择。碳管理能够帮助企业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提高

工程项目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有效降

低运营成本。同时，企业加强碳管理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

提升企业 ESG 相关评级，赢得项目业主和合作伙伴的认可，从而赢得

更多的项目机会。

为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领域碳管理的发展研究，全面分析

气候变化政策下全球基建行业面临的碳监管压力与合规需求，促进国

际工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联合北京中创碳投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发布《国际工程企业碳管理研究报告》。本报

告以国际社会对基建工程企业的碳管理合规要求为起点，提出企业开

展碳管理的体系框架，并针对国际工程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基建

项目的碳管理措施进行分析阐述，旨在为国际工程企业推进碳管理工

作提供参考。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对本报告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来自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机械

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国际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三峡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对报告内容提出许

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因撰写人员能力所限，报告内容恐有疏漏或不足之处，恳请读者

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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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气候变化与碳管理合规要求

1.1 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共同行动

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日俱增，全球气候变暖正以

史无前例的速度加剧，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实

现全球碳中和，大幅度减少人为碳排放，并利用碳抵消/负碳技术来

平衡剩余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

相关行动刻不容缓。为此，1992年 5月 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致力于推

动各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行动。2015年 11月 30日，第 21

届《公约》缔约方大会正式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变化条

约《巴黎协定》，旨在尽快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尤其

是要到本世纪下半叶让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以确保到 2100

年全球温升幅度较工业化前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以

内。

为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控排目标，全球共有 150多个国

家陆续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路径，并相继发布自身碳达峰/碳中

和路线图、监管体系、投融资战略、技术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措施，

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发布多项气候变化资金计

划、绿色低碳与转型金融战略以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断

扩大国际气候资金规模，为各国绿色低碳项目提供担保增信，通过

金融手段与资金引导，推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能

源转型与脱碳行动。

1.2 全球主要地区与国家的碳管理要求

1.2.1 欧洲地区

欧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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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2019年 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应对

气候变化“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并将其作为一项新的长

期战略
1
。2021年 4月，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欧洲气候法》达

成一致，确立了各成员国 2030年减排 55%（与 1990年相比）和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为实现 2030年减排 55%的近期目标，2021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一揽子减排计划，修订/制定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责任分担条例》、《土地利用、林业和农业条例》、

《可再生能源指令》、《能源效率指令》、《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条

例》、《欧盟航空倡议》、《欧盟航运倡议》、碳边境调节机制等

政策文件。

为弥补欧盟成员国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

源结构等差异所致的不同减排境遇，欧盟引入公正转型机制，设立

公正转型基金（Just Transition Fund，JTF）、“投资欧洲（Invest EU）”

计划、欧洲投资银行公共部门贷款机制等等，提供至少 1000亿欧元

的资金用以帮助欧洲低碳转型。

1.2.2 非洲地区

非洲碳排放总量只占全球的 2%~3%2，但却是近年来遭遇极端

天气和生态灾难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0年以来，《东非共同

体气候变化政策》（EAC Climate Change Policy）、《东南非洲气

候适应与减缓计划》（Programme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in COMESA⁃ EAC⁃ SADC Region）、非洲碳市场倡议

（ACMI）、《非盟气候变化战略（草案）》（Draft African Union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战略与行动计划》3陆

续发布，指导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2022年非洲联盟发布《非

1 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green deal ［ R/OL ］ . （ 2019-12-12 ） . https ： //ec. europa.

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2 UNFCC. United Nations Fact Sheet on Climate Change[EB/OL].www. unfccc. int ，2021.

3 https://www.fao.org/faolex/results/details/zh/c/LEX-FAOC22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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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联盟气候变化和复原力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32）》4，

提出了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五大重点领域，包括气候金融、可再生

能源转型方案、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韧性农业发展和绿色韧

性城市，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行动和加强合作整体

框架。非洲 2063日程第二个十年计划（2024-2033）5再次强调，要

加强非洲地区对于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建设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

经济环境。

1.2.3 亚洲地区

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亚洲国家致力于应对气候变

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采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承诺到 2030年碳排

放达到峰值，并努力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承诺，2021

年 7月中国启动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目前已纳入 2000多家

电力企业。未来将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引入更多市场机制。同

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推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

领域合作，提高境外项目环境可持续性。

中亚：中亚地区 8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

费
6
。为应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摆脱传统能源高度依赖，中亚各国

针对能源经济转型制定了一系列气候减缓和适应政策。哈萨克斯坦

将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国家发展目标，提出了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5%（相较 1990年水平），2060年碳中

和的目标。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建立以可再生能源

为主的能源结构，《2019至 2030年乌向绿色经济过渡战略》提出，

4 https://au.int/en/documents/20220628/african-union-climate-change-and-resilient-development-strategy-

and-action-plan

5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au225403.pdf
6 陈翰. 发展绿色金融，助力中亚可持续发展[EB/OL]. www.iigf.cufe.edu.c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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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达到总发电量的 25％以上，保证所有居民和

经济活动各领域均能获得现代化、廉价、可靠的能源供应。

东盟：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随着化石燃料需求的持

续增长，2040年东盟十国的总排放量将达到 2.4Gt7。为了实现能源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增效，东盟开展了《2016-2025年东盟能源

合作行动计划》
8
，承诺到 2025年将能源强度较 2005年下降 32%。

同时，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制定了 2050年~2060年的

碳中和目标，并纷纷出台各种碳减排政策，迫切希望在不耽误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通过能源转型、能源效率提升、低碳技术投资、

建筑节能改造、交通可持续发展、碳税与碳市场等行动，来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2.4 大洋洲地区

大洋洲各国在碳监管政策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个地区对于气

候变化和碳排放的管理越来越严格。

澳大利亚：2022年推出了《气候变化法案》，目标是到 2030 年

将排放量比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43%，并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投资至少 200亿美元用于低

碳技术，特别是在工业、矿业和制造业领域，以降低直接排放
9
。

新西兰：2008年新西兰开始碳交易体系运营，覆盖了电力、工

业、国内航空、交通、建筑、废弃物、林业、农业等行业，且纳入

控排的门槛较低，总控排气体总量占温室气体总排放的 51%左右。

2019年《零碳法案》承诺 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2年新西兰首次

发布了减排预算和《减排规划》（The Emissions Reduction Plan），

详细阐明政府计划如何实现排放预算，为实现更加公平、繁荣和创

7 IEA.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2019[EB/OL]. www.iea.org， 2019.
8 ASEAN.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2016-2015[EB/OL].www.asean.org,2016.
9 新京报. 澳大利亚发布 2050碳中和计划，总投资 200亿澳元[EB/OL].www.bjnews.com.c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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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未来提供蓝图
10
。

太平洋岛国：如斐济、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由于深

受气候变化影响，这些国家积极推动碳中和，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

能效提升、绿色交通和森林保护等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1.2.5 美洲地区

北美洲：美国提出“3550”目标，即到 2035 年通过可再生能

源实现无碳发电，到 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

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来推进碳减排工作，例如，发布了《应

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清洁未来法案》等，同时拟计划

投资 16000亿美元兴建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了建设充电桩、优化交

通路线、优化电网布局、实现清洁能源发电、升级改造现有高耗能

建筑物、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
11
。加拿大 2021年发布《净零排放责

任法案》，正式确定了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
12
。2023年发布

加拿大碳管理战略，该战略阐明了碳管理在加拿大向净零经济转型

中的作用，概述了加拿大政府促进碳管理的五个重点领域：一是加

速研究与创新、开发与示范；二是推进政策和法规，包括加拿大的

全面碳定价体系；三是吸引投资和贸易机会；四是扩建项目和基础

设施，以满足碳管理机构发展需求；五是建立伙伴关系和培养劳动

力
13
。墨西哥设立碳税和建立自愿排放交易机制，覆盖了能源和工业

部门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南美洲国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乌拉圭提出了 2030年碳中

和目标，巴西、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将碳中和目标设定在 2050

10 驻 新 西 兰 大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处 . 新 西 兰 政 府 官 网 ： 新 西 兰 首 次 发 布 减 排 预 算

[EB/OL].www.nz.mofcom.gov.cn,2022.
11 中大咨询研究院双碳研究组 . 我们能从美国减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总结出什么经验

[EB/OL].www.thepaper.cn, 2021.
12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加拿大立法落实 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EB/OL]. www.geidco.org.cn,

2021.
13 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 加拿大发布碳管理战略[EB/OL]. www.calgary.mofcom.gov.c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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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委内瑞拉等则提出了到 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阶段性减

排目标。巴西启动了“国家绿色增长计划”（PNCV），拟利用总

规模约 4000亿雷亚尔的国内外公共和私人资本，推动实现降低碳排

放、开展森林保护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三大目标14。哥伦比亚在建

筑、交通等领域发力，规划到 2050年实现所有建筑的净零碳排放，

鼓励骑车等低碳出行方式，并开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1.3 企业面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要求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

国际组织等机构积极制定政策和方法，通过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

露等方式，加强企业气候治理信息透明度。

1.3.1 强制性披露相关要求

（1）碳交易市场

目前国际上已有超过 50个国家和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运行或筹建中，涵盖欧盟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巴西、墨西哥、中

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强

监管制度，管控覆盖范围内的电力、工业、航空、交通、建筑等行

业的企业或设施，需按要求开展企业碳排放信息的监测、报告与核

查履约工作。

（2）ESG信息披露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国际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不断发展深化。

ESG 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

维度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中环境

因素（E）重点关注企业的碳排放、能源使用、水资源管理、污染控

制等；社会因素（S）涵盖员工福利、健康与安全、人权尊重、社区

关系、产品责任；治理因素（G）包括董事会结构、透明度、道德与

14 科技日报. 巴西政府正式推出“国家绿色增长计划”[EB/OL]. www.br.mofcom.gov.c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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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股东权利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凸显，监管机构、

投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企业的 ESG中“E”的表现，对大型企

业和上市公司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不断增强。

欧盟、美国、英国、南非、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纷纷制定法律和政策，要求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 ESG报告

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以欧盟为例 ，其 2023年 1月 5日生效的企

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企业按照统一的《欧洲可持

续发展报告标准》(ESRS)对气候变化有关信息进行披露，2024年 4

月 24日生效的《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法案》（CSDDD）又将

披露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了供应链的商业伙伴经营活动
15
。

全球 133家16
加入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简称为“SSE”）倡议的交易所中，73家发布

了 ESG信息披露指引，38家强制要求企业披露 ESG信息，其中印

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新加坡、南非、泰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 33个交易所发布了强制 ESG信息披露指引。企业气候变化相

关的排放、管理、战略、风险等内容是各国 ESG报告指引关注的重

点。大多数交易所要求企业按要求披露其“范围一”和“范围二”

温室气体排放
17
，并引导企业披露“范围三”（上下游价值链，如适

用）的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15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5MzI0NA==&mid=2651584311&idx=1&sn=4d8387ba4dfea

c134ef09b5da7e61f49&chksm=bc74085ceb2460e5b9afb492c4fc70d9d2c3fb9b4055157cadf80eb943f2cf59cf91cc

b769d5&scene=27
16 https://sseinitiative.org/
17 GHG Protocol, https://ghgprotocol.org/corporate-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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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一排放亦称直接排放，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如生

产经营设施和运输工具)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二排放亦称间接排放，是指企业不能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购买自用的电力、蒸汽、暖气、冷气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三排放，是指企业价值链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企业

价值链的上游（生产、供应等）与下游（销售、使用等）环节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

1.3.2 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标准

在各国建立强制性碳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许多国际组织以不

同目标为导向，制定了各有侧重的碳信息披露框架，主要包括全球

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国

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碳排放披露项目（CDP）、气候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

(CDSB)和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等。

GRI专门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发布了《GRI 305：排放 2016》碳

排放信息专项议题披露标准，主要侧重于 7项温室气体排放，包括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

放，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温室气体减排量，臭氧消耗物的排放，氮

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重大气体排放。

SASB分行业发布了 77个披露标准，关注全球范围一排放、控

制排放规则覆盖的比例、排放报告规则覆盖的比例、与行业相关的

排放、范围一排放的管理战略、目标和绩效等。

IIRC发布的《综合报告框架》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挑战，

要求披露碳排放度、企业及其供应链上下游的碳排放与气候行动、

碳排放相关的财务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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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主张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包括四个方面
18
：低碳风险管理（包

括自然风险、法规风险、技术风险和声誉风险），碳减排核算（包

括选择碳核算方法、编制碳减排会计报告、外部鉴证和审计、碳排

放年度间差异对比、核算温室气体直接、间接排放大小），碳减排

管理（包括碳减排项目、碳排放强度、能源成本、减排规划、排污

权交易等方面的内容），全球气候治理（包括企业减排责任和企业

的贡献）。

TCFD发布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由治理、战略、风险管理、

指标和目标四大核心要素组成，共计 11个披露项。具体到指标和目

标层面，要求披露组织机构评估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标准；披露

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如果适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潜在

的风险；披露组织机构管理应对气候相关议题的目标，以及实际表

现。

CDSB 在 2010 年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重点关注气候

变化的战略分析，气候变化的监管风险，气候变化有形风险和碳排

放信息。

ISSB在 2024年 1月 1日发布首批 ISSB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

—《IFRS S1：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 《IFRS S2：

气候相关披露》。IFRS S1要求企业披露所有会影响其发展前景的

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IFRS S2 要求企业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信息，并提供了详细指引和支持，并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作为企

业碳排放量核算标准，要求企业披露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排放总量，

将范围三纳入半强制披露范畴。其中范围一指报告企业拥有或控制

的运营产生的排放，范围二指报告企业消耗的购买或收购的电力、

蒸汽、供热或供冷而产生的排放，范围三指报告价值链上发生的所

有间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

18 赵 欣 欣 . 海 外 背 景 高 管 对 碳 信 息 披 露 水 平 的 影 响 研 究 .2023. 西 安 理 工 大 学 ,MA

thesis.doi:10.27398/d.cnki.gxalu.2023.0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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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工程企业所面临的碳管理挑战

1.4.1 各国减排行动对企业构成巨大压力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应对措施，全面改变现有生产和生活

方式，推动能源结构升级转型，以更有效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避免

全球气温的持续升高。截止 2023年，已经有 195个缔约方向《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

这代表着几乎所有参与《巴黎协定》的国家都已制定了其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计划。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出台控排降碳政策措施，

必将为国际基础设施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与转型压力，甚至在不远

的将来改变现有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模式。

1.4.2 国际工程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日益紧迫

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必由之路。2023

年 12月，联合国第 28届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将“逐步摆脱化

石燃料”写入最终协议文本。中国也早在 2021年就公开承诺不再新

建境外煤电项目、积极构建绿色金融发展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并

先后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推动 “一带一路”绿色

基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

球能源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煤电等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将面临

被限制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推动国际工程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1.4.3 国际工程企业碳管理难度不断增大

随着国际机构、行业组织以及各国政府陆续发布和出台多样化

的碳排放相关核算、监管标准和规定，国际工程企业将面临着越来

越复杂多样的碳管理合规要求。各类工程项目从立项审批到建设、

运营等各个环节，都需要遵循不同国家地区以及行业组织的碳排放

标准和法规。同时，需处理各利益相关方对碳排放监管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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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内外金

融机构纷纷设立绿色基金、绿色贷款以及碳减排专项资金，为气候

友好型绿色工程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对国际工程企业在贷款融资

以及工程项目筛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5 国际工程企业所面临的碳管理机遇

1.5.1 资金支持和技术合作机会增加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组织、政府、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

通过绿色基金、绿色债券、专项资金等方式向低碳技术、减排项目

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绿

色气候基金（GCF）、全球环境基金（GEF）、适应基金（AF）、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特别气候变化基金（SCCF）；世界

银行旗下的气候投资基金（CIF）、清洁技术基金（CTF）、全球基

础设施基金（GIF）；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双边官方援助（ODA）

等。在中国支持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引导下，各方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提供了

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

企业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1.5.2 环境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前景看好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和理念的提升，对现有建筑物的环保改造、

危险废弃物处理、新能源、矿山环保、废弃矿山处理等领域的需求

持续增长。例如，2022年全球危险废弃物处理市场规模约为 163亿

美元，预计 2023-2030年将以超过 5.8%的速度增长
19
。同时，快速

城市化过程中对地下和地表水系、土壤环境、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

日益紧迫。然而，参与相关领域业务的国际工程企业数量较少，行

业发展空间巨大。企业应放眼全球，拓展环境相关领域业务，从传

19 Bizwit Research&Consulting LLP. Global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Market Size Study &

Forecast[EB/OL]. www.cn.gii.tw,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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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基础设施项目向更多领域拓展。

二、国际工程企业碳管理体系与行动

全球碳中和为国际工程企业提供了推动创新、提升品牌价值和

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新契机。常见的国际工程企业的企业层级碳管理

战略体系主要从碳管理目标设定、碳管理模式与架构、碳管理制度

与支撑工具等多方面开展建设。而企业具体碳管理行动措施主要包

括气候风险识别、碳排放核算、节能降碳措施、碳抵消、碳金融、

意识与能力提升等，涵盖能源结构调整、生产流程优化到供应链管

理、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等多个环节。

2.1 碳管理战略体系

2.1.1 碳管理目标设定

碳管理目标的设定是企业碳管理的重要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碳中和目标，另一个是碳战略目标。

碳战略目标是企业所确定的未来业务定位和转型目标。企业制

定碳战略目标，要将外部压力与内在需求结合，在全社会中长期碳

减排目标指引下，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战略目标。目标包括碳中和

时间目标以及结合业务的需要制定的业务转型目标。

碳中和目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是碳战略目标的

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通过碳中和目标，理清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

放现状，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改进技术和业务模式，增强企业信誉，

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良好形象提升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应对供

应链上下游压力。多家知名国际工程企业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其目

标年份跨越 2023 年-2060年（详见表 2-1）。科学碳目标（SBTi）

是国际认可的碳管理工具，企业设定的 SBTi目标可以为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以及净零目标。据 SBTi官方信息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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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 5511家机构签署科学碳目标倡议，承诺设定科学碳目标，

覆盖全球 70多个国家和 50个行业，占全球经济市值的三分之一以

上
20
。其中如万喜（VINCI）、布伊格(Bouygues)、斯堪斯卡(Skanska

AB)、法罗里奥(Ferrovial)等知名工程企业均提出了 SBTi目标（详

见表 2-1）。

表 2-1 知名国际工程企业的碳中和目标

序

号
公司 总部地点 碳中和目标

是否承诺设

定 SBTi21

1 万喜(VINCI) 法国 2050年 是

2
ACS集团/豪赫蒂夫

(Grupo ACS/Hochtief)
西班牙 2045年 否

3 布伊格(Bouygues) 法国 2025年 是

4
斯特拉巴格

(STRABAG SE)
奥地利 2040年 否

5 斯堪斯卡(Skanska AB) 瑞典 2045年 是

6 法罗里奥(Ferrovial) 西班牙 2050年 是

7

现代建设

(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

韩国 2045年 是

8 益科德(Exyte GmbH) 德国 2040年 否

20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21本研究报告发布时（2024年 6月）各企业 SBTi是否处于承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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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埃法日(Eiffage) 法国

2030 年较

2019年下降

46%

是

10
意大利工业集团

(webuild SpA)
意大利

2025 年较

2017年下降

50%

是

11 福陆(Fluor) 美国 2023年 否

12 柏克德(Bechtel) 美国 2050年 否

13 阿驰奥纳(Acciona） 西班牙 2050年 是

2.1.2 碳管理体系架构

开展碳管理需要集团公司与基层企业分工合作。集团公司通常

负责集团气候战略制定和碳管理体系建设，并监督其气候战略的具

体实施。基层企业主要执行集团公司规定，监督并配合碳管理相关

工作，也有部分基层企业会建立自身碳管理体系。

为完整准确全面落实企业的碳战略规划，达成碳管理目标，企

业需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管理体系架构。例如设立或指定企业内部碳

管理部门，匹配建立碳管理工作团队，明确碳排放、碳转型、碳资

产、碳中和等不同维度管理的决策机制与部门权责，并制定相关工

作流程规范、信息沟通机制等。

ACS（Grupo ACS）气候管理体系
22
：ACS集团董事会作为最

高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整体气候变化战略。董事会通过其职能，

批准制定应对业务气候挑战所需的政策，而集团各公司则负责根

据业务类型和地理区域制定各自的管理机制。

2.1.3 碳管理职责

22 INTEGRATED REPORTACS GROUP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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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80 基础设施碳管理标准》23（以下简称“《PAS 2080》”）

提出了各类工程项目碳排放管理国际方法。该标准由建筑领导委员

会的绿色建筑委员会与英国标准协会共同开发，立足工程项目供应

链碳上下游碳管理，为工程项目设计方、施工方、运营方等不同参

与主体在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等环节开展碳管理工作提供系统和

综合的指导。

设计方主要在设计阶段进行碳管理，从根源上减少项目的碳排

放。设计方在充分了解项目的碳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将全生命周期

降碳目标纳入工程项目的设计开发中，通过识别全生命周期减碳机

会，协助项目所有者/管理者进行目标设定及决策，并对项目所有者

/管理者制定的不符合低碳原则的管理要求提出质疑。提供工程项目

低碳解决方案时，设计方严格执行碳管理目标，了解不同材料和工

艺设计的碳排放影响，通过延长设计寿命、改用更高效的技术或酌

情改进替换部件的材料/性能规格等设计，来避免和减少碳排放，并

对设计方案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进行监测与报告。为了落实低碳

解决方案，设计方与供应链上下游和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设定符

合低碳解决方案的施工要求和产品/材料，以便施工方和产品/材料

供应商遵循。

埃法日（Eiffage）低碳设计
24
：埃法日致力于为客户开发低碳材

料组合解决方案，以 Ademe Carbon、Inies等数据库为基础，开发了

“碳计算器”，向客户展示使用不同产品所能达到的减碳效果，并积

极使用秸秆、木材、生土等生物源材料降低项目碳排放。

在开展施工建设时，施工方充分了解项目的碳管理目标，按照

项目设计方案，制定低碳施工方案，积极推进工程低碳施工建设。

在选材环节，施工方制定项目产品/材料采购标准，并将其纳入招标

23 https://www.bsigroup.com/zh-CN/standards/pas-2080/
24 fluor-climate-action-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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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避免使用碳排放密集型的产品/材料，改用低碳替代品或改进

资源利用的供应商。施工环节，施工方采用低碳建设技术，执行工

程建设节能标准，在减少资源使用、降低运输距离、控制建筑废料

产生的同时，增加材料回收和循环利用的机会。此外，施工方监测

和报告施工过程的碳排放情况，发现减碳机会和高碳环节，及时调

整策略，确保项目碳管理目标实现。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全生命周

期的碳排放管理与工程建设环节统筹结合，施工方尽早与项目所有

方沟通，为其提供数据支持，并在施工工作范围内支持完善碳管理

目标。同时，施工方与供应链上下游和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为项

目的再利用、翻新、改造或拆除过程，建立和实践循环经济模式。

中铁建绿色采购
25
：中铁建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办法》，建立

了一套统一管理、分级实施、动态评价、资源共享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体系，推行责任采购。中国铁建物资集中采购中心以绿色低碳钢

材为起点，以绿钢标准为引领，以绿钢采购为抓手，以绿色金融为

助推，在供应链流程中为钢材供需两端企业“绿化”减负。

中交建绿色施工
26
：中交建承建的平陆运河工程积极应用超大

高陡边坡开挖与防护技术、超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与防裂技术、

超深基坑开挖与防渗技术、复杂结构船闸建设技术等新型绿色低碳

先进技术，减少碳排放量 17.6万吨标准煤。

在工程项目运营阶段，运营方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

地减少排放，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运营方制定并执行项目低碳运

营计划，监测并报告项目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信息；关注并预测项

目运营阶段的碳排放情况，采用优化运营管理、改用低碳技术等方

式降低项目碳排放；在项目维修、更换和翻新时，确保更换的产品/

材料符合碳管理要求；通过碳管理目标的绩效追踪，动态调整和完

25 fluor-climate-action-plan
26 中国交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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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低碳运营方法。

对于 BOT类型的工程项目，在工程项目需求阶段，识别项目、

企业、供应链层面碳排放影响，结合国家和部门层面的碳目标/预算，

设定项目碳减排基线和目标，并为此制定和实施碳管理流程，将其

传达给供应链上下游。

2.1.4 制度与支撑工具

企业结合管理现状、企业组织架构和战略规划、行动方案的具

体内容，将碳管理过程中的各项要求转化为规范的管理制度与工作

规章。通过制定碳排放数据管理制度，规范碳排放数据的监测、采

集、计算、报送、配合第三方核查、存档、设备管理等工作；通过

制定碳资产与碳交易管理制度，规范减排量核证、碳资产交易、碳

会计、投资风险等工作；通过制定碳减排与碳中和管理制度，规范

减排项目开发与管理、减排技术创新与应用等工作。企业各相关部

门严格遵循企业指定的规则与制度，配合碳管理部门开展相关行动。

企业碳管理工作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信息及数据流，根据企业

特点应及时采用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工具或者平台等支撑工具开展

碳管理工作，将有助于企业提升碳排放数据收集监控效率与数据质

量，保障公司及时准确掌握并分析碳排放情况。并将能源消耗管理

与碳排放管理有效融合，为企业未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

智能化赋能。同时，数字化平台工具有效支撑，确保企业管理层及

时跟踪和预测碳资产情况，快速分析制定合理的交易策略，助力企

业碳资产保值增值。

斯堪斯卡(Skanska)支撑工具
27
：斯堪斯卡应用优化设计、数字碳

计算工具和高效运输系统规划工具，为运营环节提供数字化解决方

案，控制并降低项目碳排放。

2.2 碳管理行动措施

27 Skanska AB annual-and-sustainability-repor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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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企业严格按照碳管理战略中所制定的减排目标、管理

架构以及制度体系，稳步开展企业碳管理具体行动。碳管理行动措

施主要包括气候风险识别、碳排放核算、节能降碳措施、排放抵消、

碳金融工具以及意识与能力提升等五个方面。

2.2.1 气候风险识别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由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引起，给企业带来资产受

损、停止运营等风险，对企业经济和财务产生直接影响。转型风险

是指向低碳、气候适应性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通常包

括政治、法律、技术、市场和声誉风险。对企业面临气候风险的可

能性、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并针对各项风险制定适当的缓解措施，

可以帮助企业应对风险，寻求机遇。

法罗里奥（Ferrovial）气候风险识别
28
：为了更好地识别与应对气

候风险，法罗里奥参考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开

发了一个名为 ADAPTARE的内部工具，评估不同情景、不同时间跨

度和各种基础设施相关的气候风险。

2.2.2 碳排放核算

完善的碳排放信息监测和数据核算体系是企业进行碳排放管理

的基础，有助于企业了解自身碳排放真实情况，量化能源消耗和碳

排放成本，指导碳减排工作方向，形成数据驱动决策。国际工程企

业开展的监测与核算通常聚焦企业层级的范围一、范围二排放，部

分企业也开展范围三和工程项目的碳排放核算。

2.2.3 节能降碳措施

为实现碳排放目标，国际工程企业要结合行业排放特点、项目

自身情况以及低碳技术发展趋势，探索并应用合适的节能降碳措施，

制定减排路径。

28 2023-integrated-annual-report-ferro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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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的降碳措施包括：使用清洁能源、提升能源效率、开

展技术创新、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CCUS）等。在应对气候变

化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布局能源转型，逐步淘汰高碳能源，加大

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水能、

储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目前新能源领域技术

创新集中在绿色甲醇、光热发电、漂浮式海上风电、海洋能、薄膜

太阳能技术、绿氢等方面。CCUS则主要将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捕

获、利用和封存，避免其释放到大气中。

工业领域主要降碳措施包括：能效提升、清洁能源替代、用能

电气化、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应用数字化手段等。绿色化工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内涵包括原料绿色化、催化剂绿色化、

反应工程绿色化、能源绿色化、产品绿色化及资源化利用等六个方

面
29
。

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措施主要包括：维护结构节能技术、设备与

系统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等
30
。维护结构节能技术包

括新型低碳建筑材料（如新型墙体、高性能玻璃）等；设备与系统

节能技术包括供热节能技术、高效制冷技术、通风技术及照明与家

用设备节能技术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包括太阳能热水系统

给、太阳能光伏系统、热泵系统等。

交通领域的低碳技术涵盖：新能源汽车、智能交通、节能型交

通装备以及绿色交通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智能交通通过应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交通流，减少拥堵和空驶，从而提

高交通效率并降低能耗。节能型交通装备采用轻量化材料、优化动

力系统等手段，降低交通装备的能耗。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如绿色

公路、绿色港口等，也是推动交通领域低碳化的重要途径。

29 吴长江《加快突破新型绿色化工关键技术推动石油化工行业转型升级》，《中国石化》杂志 2024

年第 3期
3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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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领域低碳技术主要包括：共享共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

物联网技术、绿色数据中心技术等。通信网络设施共享共建，可以

充分利用已有各类资源，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降低能源及资源

消耗。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可以减少光电转换能耗
31
。人工智能、云平

台、边缘计算等技术实现精细化节能减排。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技术

包括提高数据中心效率降低 PUE、开展储能技术以及 CCUS技术研

发应用、积极采购可再生能源、投资建设应用可再生能源项目等32。

埃法日（Eiffage）集团降碳措施
33
：埃法日集团通过改用生物

柴油车、部署充电基础设施、车辆和工厂电气化、丙烷替代重油等

行动来减少碳排放。

2.2.4 排放抵消与碳中和

企业要实现碳中和，首先应努力减少自身碳减排，其次考虑通

过碳抵消的方式将无法削减的碳排放进行抵消，从而达到整体的减

排甚至碳中和目标。常见的碳抵消方式包括购买碳配额、碳信用等

产品，从而抵消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福陆(Fluor)购买抵消项目
34
：为了实现福陆的“2023年净零排放”

承诺，福陆通过购买能源属性证书（Energy Attribute Certificates,

EACs），来抵消其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

2.2.5 碳金融工具

企业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气候的影响，把与低碳发展相关的潜

在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入日常业务中，促进企业自身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常见的碳市场融资工具包括碳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融资、

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等；常见的碳市场交易工具包括碳远期、

碳期货、碳期权、碳借贷等。

3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32 低碳数据中心发展白皮书（2021 年）

33 Eiffage_ClimateReport2023
34 fluor-climate-action-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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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驰奥纳（ACClONA）可持续融资35：自 2016年首次发行绿

色债券以来，阿驰奥纳共完成了 70多项具有绿色或可持续结构的

交易，包括双边贷款、银团贷款、私人债券、公共债券和信贷额度。

此外，阿驰奥纳于 2023年发布可持续影响融资框架，涵盖绿色金

融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融资工具。

2.2.6 意识与能力提升

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碳中和意识与碳管理能力，影响着企业

碳管理的水平。国际工程企业通过企业内部碳中和能力意识培养和

合作伙伴碳意识提升来开展意识与能力提升行动，增强员工应对气

候变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将碳中和的理念和行动传递给更广泛

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供应商、消费者，甚至行业协会、非

政府组织以及广大社会公众。

三、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方法研究

3.1 国际企业碳排放核算通用依据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制定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

ISO14064—1：2018《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

报告的规范及指南》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应用最广泛的企业

温室气体核算工具。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由一系列组织、项目量化与报告温室气

体排放情况的标准、指南和计算工具构成。《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2004年修订版》、《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

业价值链（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2011年）》、《温室气体核

算体系：范围三计算指南（2013年）》、《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范

35 acciona-sustainability-repor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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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二指南（2015年）》为企业量化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实用性指导。

ISO14064—1：2018借鉴《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论，为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两方面量化提供指导，并且规范了

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原则
36
、温室气体清单边界、温室气体清单质

量管理、温室气体报告、验证过程中组织的作用等内容。

随着《温室气体核算体系》陆续被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

（ISSB）制定的《IFRS S2：气候相关披露》准则、欧洲财务报告

咨询组（EFRAG）制定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以及

美国证监会（SEC）制定的气候信息披露新规等推荐采纳，越来越

多的国际企业自愿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范围三）

核算与报告标准（2011年）》报告其范围三排放情况，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与报告逐步由范围一、范围二延伸向企业价值链。

3.2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流程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通常包括组建碳排放核算团队、制定

核算目标、明确核算原则、确定核算边界、识别排放源、计算排放

量、编制碳排放报告以及质量控制等环节，如图 3-1所示。

36 ISO 14064-1要求企业在核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时必须遵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

明性等五个原则，与WRI 和WBCSD的《企业标准》提出的五个原则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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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流程

3.2.1 组建碳排放核算团队

碳排放核算团队负责企业或工程项目各阶段的碳排放核算。国

际工程企业在组建碳排放核算团队同时，须制定碳排放核算工作规

章制度，明确核算团队及其人员责任，确立核算周期，并对工作内

容和流程进行规范。

3.2.2 制定核算目标

核算目标指导并影响企业碳排放核算具体工作。国际工程企业

应在开展具体碳排放核算工作前，依据企业碳管理需求，制定具体

的核算目标。

国际工程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的目标通常包括管理温室气体风

险和识别减排机会；满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SG信息披露、环境

影响评价、立项审批、绿色融资等碳信息披露要求；参与自愿性温

室气体减排计划；提升企业信誉等等。

3.2.3 明确核算原则

国际工程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的原则通常包括准确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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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

相关性：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所采用的资料、数据以及核算方法

能充分反映工程企业碳排放情况并满足相关核算目标。

完整性：核算结果充分完整反映核算边界内的碳排放情况。披

露任何没有计入的排放源及其活动并解释说明。

一致性：采用一致的核算方法，增强长期排放情况的可比性。

准确性：提高数据监测条件，保证所有碳排放核算数据来源和

计算过程准确、可靠，使计算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工程企业及其工程

项目的碳排放情况。

透明性：充分说明计算所用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并形成文

件归档。

3.2.4 确定核算边界

开展碳排放核算时，国际工程企业需要明确其核算的组织边界

和运营边界。

组织边界用于确定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业务与职责范围。

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2004年修订版》

所推荐的国际通用组织边界确定方法，主要有股权比例法和控制权

法。股权比例法是指根据企业在业务中的股权比例核算碳排放，控

制权法是指企业对其财务控制或运营控制业务范围内的全部温室气

体排放量进行核算。国际工程企业可以根据核算目标要求，自主选

择最适合企业特点的组织边界划分方法。

运营边界是指组织对其日常运营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直

接控制和管理职责的范围。根据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国

际工程企业应该报告其运营边界内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情况，并

自行决定是否要统计和报告范围三所涉及的排放。

3.2.5 识别排放源

识别排放源是指在进行碳排放核算时，确定和确认企业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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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来源，通常需要结合企业及其项目的具体

情况进行针对性分析。常见的国际工程项目各阶段重点碳排放源详

见表 3-1、表 3-2。

3.2.6 计算碳排放量

目前，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有三种方法，排放因子法、质量平

衡法和监测法。国际工程企业宜根据核算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

法。

排放因子法是适用范围最广、应用最普遍的一种碳排放量化方

法。它是指通过活动水平和相应的排放因子来计算碳排放量，即：

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GWP，其中，活动水

平指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例如化石燃

料消耗量、电力消耗量；排放因子是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

气体排放系数，不同化石燃料、不同区域电网电力排放因子均不同；

GWP又称全球增温潜势，用于衡量各种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对应于

相同效应的二氧化碳质量。

质量平衡法采用基于具体设施和工艺流程的碳质量平衡法计算

排放量，碳排放由输入碳含量减去非二氧化碳的碳输出量得到，即

二氧化碳排放=（原料投入量×原料含碳量-产品产出量×产品含碳

量-废物输出量×废物含碳量）×44/12，其中 44/12是碳转换成二氧

化碳的转换系数。

监测法基于排放源实测基础数据，汇总得到相关碳排放量。一

般是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中搭载碳排放监测模块，

通过连续监测浓度和流速直接测量其排放量。

3.2.7 编制碳排放核算报告

核算报告能够反映碳排放量化结果，用于指导各项碳管理工作。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的内容通常包括：

（1）报告主体概述。需要描述工程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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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主营业务，承包项目名称与地址、项目占地面积、项目功能、

开工时间、竣工时间等。

（2）碳排放核算团队。描述碳排放核算团队负责人、小组工作

成员名单及其职责。

（3）碳排放核算范围。描述碳排放核算组织边界、运营边界、

地理边界及时间范围等的详细情况，对碳排放源的归类情况进行说

明。

（4）碳排放量核算。描述碳排放核算相关的基础数据确定方式，

说明计算的方法，并对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其中，任何能够作为确

定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的准确性、真实性的依据，都应形成文

件并归档，作为该碳排放核算报告的附件，以便将来碳排放核查时

使用。

（5）碳排放结果评价。将碳排放核算结果与碳排放核算目标进

行对比分析，并依据该目标进行碳排放情况评价。

（6）附件说明。对所有碳排放计算依据、特殊情况以及确定碳

排放源等情况进行说明。

3.2.8 碳排放核算质量控制

碳排放核算质量控制是为了保证核算过程与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完整性以及一致性。国际工程企业需要结合核算目标，对其核算边

界设定、排放源取舍、核算数据质量、排放计算质量、报告编制质

量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估与管理控制。

3.3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核算要点

3.3.1 工程企业重点碳排放源

国际工程企业碳排放包括办公场所碳排放和施工工地碳排放。

一般情况下，工程企业运营边界内的设计、采购、施工阶段办公场

所、施工工地范围一、范围二重点碳排放源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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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设计、采购、施工阶段重点碳排放源

类别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办公场所 施工工地 办公场所 施工工地

设计

阶段

固定燃烧（供

暖锅炉、备用

发电机、食堂

灶具）

移动燃烧（公

务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

冷剂、灭火器

逃逸）

/

间接排放（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

采购

阶段
/ /

施工

阶段

固定燃烧（备用

柴油发电机等）

移动燃烧（施工

燃油设备和车辆

等）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工艺排放（电焊

乙炔、CO2保护气

等）

间 接 排 放

（施工设备

消耗外购电

力、热力或

蒸汽）

不同类型的工程项目在运营阶段碳排放源差异较大，建筑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通信工程等在运营阶段

的重点排放源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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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不同工程项目运营阶段重点碳排放源

工程类型 运营内容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建筑工程

商用建筑

住宅建筑

公共建筑

公共设施、绿化设

施、机电设备维护

以及为之服务的辅

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备用发电机、

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间接排放(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交通运输工程

公

路

普通

公路

对各级公路实施的

小修保养、中修工

程、大修工程和改

建工程以及直接为

上述工程服务的辅

助系统

主营系统：

 移动燃烧（养护

设备如修补机、运

料机、运转车和摊

铺机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备用发电机、

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间接排放(道

路照明以及固

定场所供暖、

通风等设施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高速

公路

高速公路及附属设

施养护、机电设备

维护、收费、稽查、

排障等运营系统以

及为之服务的辅助

系统

铁路 内燃机车、电力机 主营系统： 间接排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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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型 运营内容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车和动车组运营系

统(如机车牵引、车

辆维修、线路维护

保养、行车调度、

通信指挥、电力供

应等)及直接为机

车运营服务的辅助

系统

 固定燃烧（站场

燃煤、燃油和燃气

设施等）

 移动燃烧（内燃

机车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力机车、动车

组、站场等设

施消耗外购电

力、热力或蒸

汽)

城市轨道

交通

地铁、轻轨、磁悬

浮列车运营系统

(如车站运营、车辆

维修、线路维护保

养、行车调度、通

信指挥、电力供应

等)及直接为运营

服务的辅助系统

主营系统：

 固定燃烧（站场

燃煤、燃油和燃气

设施等）

 移动燃烧（养护

设备如修补机、运

料机、运转车和摊

铺机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间接排放(地

铁、轻轨、磁

悬浮列车及车

站等设施消耗

外购电力、热

力或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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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型 运营内容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港口

用于装卸生产的系

统以及直接为装卸

生产服务的辅助系

统

主营系统：

 移动燃烧（装卸

设备、吊运工具、

运输工具及设施

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间接排放(装

卸设备、吊运

工具、运输工

具及设施等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机场

机场设施维护（跑

道、航行道、停机

坪、航站楼等）、

通信、导航系统等

维护升级、物流与

装卸系统、航空服

务（飞机起降管理、

航站楼管理、地面

主营系统：

 移动燃烧（航空

器、气源车、电源

车、运输车辆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间接排放(安

检、候机、装

卸运输工具及

设施等消耗外

购电力、热力

或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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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型 运营内容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服务等）及直接为

运营服务的辅助系

统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电力工程

化石燃料

电厂、热

电联产电

厂

燃烧系统、汽水系

统、电气系统、控

制系统和除尘及脱

硫等装置运营，及

服务于生产系统的

辅助系统

主营系统：

 固定燃烧（发电

锅炉、燃气轮机、

脱硫脱硝、备用发

电机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间接排放(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石油化工工程

炼油厂、

石化厂、

海上石油

平台

原油、天然气加工

生产与销售的生产

系统及为其服务的

辅助系统

主营系统：

 固定燃烧（自备

发电设施、加热炉）

 工艺排放（火炬

燃烧、催化裂化、

加氢裂化等装置）

间接排放(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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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型 运营内容 范围一排放源 范围二排放源

 排放移除（CO2

回收）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通信工程

数据及

网络中心

运维 IT设备、网络

资源、电力及冷却

系统、数据安全等，

及服务于生产系统

的辅助系统

主营系统：

 固定燃烧（备用

发电机等）

辅助系统：

 固定燃烧（供暖

锅炉、食堂灶具）

 移动燃烧（公务

燃油车辆）

 逸散排放（制冷

剂、灭火器逃逸）

间接排放(消

耗外购电力、

热力或蒸汽)

国际工程企业因生产经营活动导致上下游环节产生的排放属于

其范围内排放，包括采购的原材料在其生产环节产生的排放、上游

运输与配送、员工差旅与员工通勤带来的排放、下游运输与配送、

售出产品的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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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工程企业碳核算数据来源

工程企业通过计算法核算碳排放情况时，其主要排放源的活动

水平数据可以从企业能源平衡表、能源消费台账、机械使用报表、

发票或凭证、财务报表等来源获取，排放因子则可以通过直接测量、

测算、相关数据库等渠道获取。详见表 3-3、表 3-4。

表 3-3 活动数据来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数据来源

固定燃烧源 企业能源平衡表、发票或凭证、能源消费台账

移动燃烧源
企业能源平衡表、燃油机械使用报表、发票或凭

证、能源消费台账

过程排放源

原料消耗表、水平衡表（废水量）、废水监测报

表（BOD、COD 浓度）、财务报表（原料购买量/

购买额）、发票或凭证

逸散排放源 监测报表

购入电力、热力

或蒸汽排放源

企业能源平衡表、财务报表（相关销售额）、采

购发票或凭证

表 3-4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排放因子实测值

或测算值

通过直接测量、能量平衡或物料平衡等方法

得到的排放因子或相关参考值
高

排放因子参考值

企业、项目所在地政府及其他权威机构等测

算出的排放因子、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中的排放因子或相关数据库的排放因子

中

国内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碳排放交易试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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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学术期刊上

发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3.3.3 典型碳排放源碳核算方法

（1）固定燃烧源

�固定燃烧 = ��固定 × ��固定�

式中：

�固定燃烧——为固定燃烧排放源产生的 CO2排放量（kgCO2e）；

��固定——为燃料机械、车辆、备用发电机、锅炉供暖锅炉、

食堂灶具等使用的燃料的容量（L 或 Kg）；

��固定——各类固定燃烧源，如汽油、柴油、煤油等的排放因

子可参考表 3-4 选取。

（2）移动燃烧源

�移动燃烧 = ��移动 × ��移动�

式中：

�移动燃烧——为移动燃烧排放源产生的 CO2排放量（kgCO2e）；

��移动——为公务车辆等使用的燃料的容量（L或 Kg）；

��移动——各类移动燃烧源，如汽油、柴油等的排放因子可参

考表 3-4 选取。

（3）逸散排放源

�逸散 = �� + �� − �� −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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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制冷剂、灭火剂逃逸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为报告期开始时制冷剂/灭火剂的存量（储存但不在设备

内）（kg）；

��——为报告期内制冷剂/灭火剂增加的存量（kg）；

��——为报告期内采用环保措施处置（如由供应商回收后循环

使用）的制冷剂/灭火剂的数量（kg）；

��——为报告期终止时制冷剂/灭火剂的存量（储存但不在设

备内）（kg）；

�——制冷剂/灭火剂的种类；

���——制冷剂/灭火剂 j 在 100 年间的全球变暖潜能，可参

考 IPCC 评估报告取值。

（4）外购电力/热力排放源

�外购 = ��电力 × ��电力 + ��热力 × ��热力

式中：

�外购——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kgCO2e）；

��电力——购入的电量（MWh）；

��电力——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e/kWh），可参考表 3-4 选取；

��热力——外购热力的数量（GJ）；

��热力——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KgCO2e/GJ），可参考表 3-4

选取。

（5）工艺排放

工艺排放是指在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排放，在生产材料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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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反应、产品精馏、萃取、结晶、干燥等工艺过程中，温室气体通

过生产加注、反应、分离、净化等单元操作过程排放到大气中。例

如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电焊工艺使用乙炔导致的碳排放，石油化工工

程在运营过程中使用催化、裂化、制氢等装置导致的碳排放等。工

艺排放等计算方法因不同工艺过程而不同，可参考国际机构（IPCC、

WRI、欧盟）针对不同行业提供的碳排放计算工具进行辅助核算。

3.3.4 不同模式下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

（1）EPC 模式

工程总承包 EPC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是一种把

设计、采购、施工等任务进行综合，发包给一家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模式。在此模式下，工程企业需要对建设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阶

段的碳排放进行核算。

EPC模式下工程项目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式中：

����——EPC 模式下工程项目的碳排放总量（kgCO2e）；

���——工程设计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工程采购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工程施工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2）BOT 模式

BOT模式是指业主与服务商签订特许权协议，特许服务商承担

工程投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服务商通过

经营收入回收项目投资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在特许期结束后，服

务商将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业主的一种投资模式。在此模式下，工

程企业既是投资方，又是施工方，还是运营方，负责工程项目从投



37

资、设计、采购、施工、到运营的整个运作过程。与 EPC模式相比，

工程项目的碳排放范围延伸至工程运营阶段，其碳排放总量计算公

式如下：

���� = ��� + ��� + ��� + ���

式中：

����——BOT 模式下工程项目的碳排放总量（kgCO2e）；

���——工程设计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工程采购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工程施工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工程运营阶段的碳排放量（kgCO2e）。

设计、采购、施工、运营各阶段的碳排放量计算，工程企业应

按照运营边界内各阶段排放源的梳理情况，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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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工程企业减排碳资产开发

国际基建项目碳资产价值实现的最直接方式是参与自愿减排市

场机制。符合国际自愿减排机制相关要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甲烷

利用/减排的垃圾发电及污水处理项目，可以由项目业主或开发商自

主选择减排机制，实施项目开发，通过第三方审核机构的审定和核

证后，获得碳减排信用，并通过自愿碳市场交易或抵消获得经济激

励，促进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4.1 国际自愿减排机制概述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自愿减排机制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

美国碳登记（ACR）、核证减排标准（VCS）、黄金标准（GS）、

全球碳委员会（GCC）、REDD+交易构架（ART）、气候行动储备

抵销登记项目（CAR）、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标准（CCB）、中

国自愿减排项目（CCER）等，其中适合国际基建项目的机制包括

CDM、GS、VCS、GCC等。

清洁发展机制（CDM）
37
是在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中针对如何解

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提出的一种可以开

发项目的机制。目前 CDM备案了共计 117种方法学，所涉及 15个

行业领域，包括：能源——能源工业（可再生、不可再生资源）、

能源分配和能源需求、制造业、化工、建筑、交通、采矿、矿物生

产、金属生产、燃料的逃逸排放、HFC和 SF6生产和消费中的逃逸

排放、溶剂适用、废弃物处理造林和再造林、农业等。CDM机制

下签发的减排量（CER）可用于国际碳市场、自愿减排、CORSIA38
。

CER目前价格约为 5~10元/吨。

37 https://cdm.unfccc.int/
38 CORSIA：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如果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超过基准线，需要通过使用合格

排放单元（EEU）来抵消其飞行活动产生的碳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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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 GS）39
由黄金标准基金会管理，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共同设立。GS接受 CDM

的方法学，并在 CDM方法学的基础上，另外 GS提供了 30余个额

外的方法学，涵盖土地利用、林业和农业，能源效率，燃料转换，

可再生能源，航运能源效率，废弃物处理和处置，用水效益，二氧

化碳移除和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九个领域。GS 机制下签发的减排

量可用于自愿减排及 CORSIA。GS减排量目前价格约为 15~60元/

吨。

核证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40
是世界上使用

最广泛的温室气体信用计划，由国际排放权交易协会(IETA)、世界

经济论坛(WEF)、气候组织（TCG）联合发起。VCS接受 CDM中

的方法学，并额外提供了 45个方法学，涵盖能源、制造、建筑、交

通、采矿等行业。通过 VSC 的项目获得的减碳认证称为 VCUs

（Verified Carbon Units）。VCU的特点是有一些质量保证原则。这

些原则通过项目验证和核查过程以及Verra的审查和批准得到确认。

VCS机制下签发的减排量（VCUs）可用于自愿减排及 CORSIA。

VCUs目前价格约为 15~60元/吨。

全球碳委员会（GCC）
41
由海湾研究与发展组织（Gulf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GORD）于 2016年建立，

并获得政府组织交付和遗产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Delivery and Legacy，SC）的资金支持，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一个

自愿碳抵销项目。GCC备案的方法学包括所有 CDM备案的方法学

和三个自行备案开发的方法学。三个自行备案的方法学分别为：面

向电网或自备用户供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抽水系统节能和从

动物粪便和废弃物管理项目产生能源。GCC 机制下签发的减排量

39 https://www.goldstandard.org/
40 https://verra.org/
41 https://www.globalcarboncounc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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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s）可用于自愿减排及 CORSIA，目前尚未在任何交易所上市

进行场内交易。

不同减排机制支撑的项目类型如表 4-1所示。

表 4-1 不同减排机制支撑的项目类型

类别 项目类型 CDM GS VCS GCC

可 再 生

能源类

陆上风电 √ × × √

海上风电 √ 例外 × √

集中式光伏 √ × × √

分布式光伏 √ 例外 × √

光热发电 √ √ √ √

水电 √ × × √

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潮汐发电、波浪发电）

√
× × √

甲 烷 利

用/减排

垃圾焚烧发电 √ √ √ √

污水处理甲烷回收利用 √ × √ ×

4.2 碳资产开发的一般流程

不同机制下的碳资产开发流程基本相似，通常包括项目识别、

项目审定与注册、项目监测与减排量核证、减排量签发等步骤。

项目识别是初步判断项目是否为相应减排机制支持的项目，并

依据相应的标准完成项目设计文件(PDD)，提交审核的过程。

项目审定与注册需要具有审核认证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

行审核，只有审核通过的项目才能注册成为相应减排机制下的合格

减排项目。

项目监测与减排量核证环节，项目开发者按照已注册项目设计

文件中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活动，编制减排量监测报告后提交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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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构进行核证。第三方机构依据监测数据、计算程序和方法，出

具书面核证报告证明项目取得的经核查的减排量，并且将结果通知

利益相关者。

减排量签发：各减排机制的管理单位收到核证报告和签发请求

后，将相应的减排量签发给项目业主。

4.3 碳资产开发商业模式

（1）EPC工程总承包项目

减排量一般产生在减排工程项目运营阶段，因此对于 EPC项目

而言，国际工程企业的前期投标可以将碳资产开发作为增值服务。

EPC项目，需要企业在项目需求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产品

/材料采购过程中充分考虑项目未来申报减排机制的监测要求和方

法学需求。

在此情况下，国际工程企业与项目业主协商开发成本及收益分

配方式。开发成本主要包括咨询公司项目开发技术服务费用、第三

方审定机构的审定费用、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减排量核证费用等。开

发收益主要是指签发的减排量在自愿减排市场中进行交易所获得收

益。主要的分配方式有以下三种：

a. 由国际工程企业承担开发成本，收益共享；

b. 由项目业主承担开发成本，收益共享；

c. 国际工程企业和项目业主共同承担成本，收益共享。

（2）投建营一体化项目

国际工程企业为项目产权所有方时，可筛选适合的项目，直接

进行碳资产开发工作。碳资产开发的成本和收益均属于国际工程企

业。

国际工程企业不是项目产权所有方时，商业模式与工程总承包

项目相似。国际工程企业需要先与项目产权所有方进行沟通，确定

开发项目及所用减排机制，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未来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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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要求，在运营过程中要符合碳资产开发的监测要求。

案例：柬埔寨达岱水电站清洁发展机制减排 CDM项目
42

柬埔寨达岱水电站是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 BOT 形式投

资的水电站。电站装机容量 246 兆瓦，设计年上网电量 8.49 亿千

瓦时。2011年，达岱水电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营销与贸易有限

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签订了《碳减排量购买协议》。在获得了柬埔寨

政府和交易地政府的审批之后，于 2012年底完成了联合国 EB审核

理事会注册备案。

水电项目建成后，于 2015 年 6 月正式进入商业运营期，2016

年完成第一次碳减排量核证交易，成为柬埔寨境内首个在 CDM下

实现核证碳减排交易的水电站。目前，达岱水电站累计碳减排

412.68万吨 CERs，其中 330.02万吨减排量已完成联合国核证并成

功交易，累计为公司创造约 65 万美元的碳资产收益。

五、国际工程企业碳管理实践—— Skanska AB斯堪斯卡集团

斯堪斯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工程企业之一，核心业务包括

建筑工程、住宅开发、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基础设施等。斯堪斯

卡集团高度重视碳排放管理，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和可持续行动43。

5.1 碳管理目标

斯堪斯卡集团依据科学碳目标（SBTi）工具，分别设定了短期

碳目标和净零碳目标。短期碳目标是：到 2030年，范围一和二的温

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量减少 70% （基准年为 2015年），范围三44的

42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柬埔寨首个实现 CDM 碳减排交易水电站 ——柬埔寨达岱水电站》

43 https://group.skanska.com/about-us/

44 此范围三包括采购的商品和服务、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运营中产生的废物、商务旅行和销售产品

的使用所产生的绝对温室气体排放

https://group.skanska.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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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0%（基准年为 2020年）。净零碳目标

是：到 2045年，在 2015年的基础上，范围一和二的温室气体的绝

对排放量减少 100%（基准年为 2015年），范围三的绝对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 90%（基准年为 2020年）。该目标符合《巴黎协定》，

并已被批准为科学碳目标45。

5.2 碳管理路线图

2023年，斯堪斯卡集团制定了 2045年净零碳排放气候过渡计

划“ACT”，明确了气候转型的商业潜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了集团

实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 “ACT”由提升认知、客户服务及低碳转

型三个部分组成，将所有业务层面的行动和减碳目标联系在一起46。

5.3 碳排放核算

自 2008年以来，斯堪斯卡集团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测量并报告碳排放量。斯堪斯卡集团 90%的碳排放量来

源于燃料使用，供暖、制冷和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占 10%。

图 5-1 斯堪斯卡集团自身运营和价值链中的平均碳排放分布（2020-2023 年）

5.4 项目碳管理

45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46 https://group.skanska.com/sustainability/climate/develop-and-use-insights-for-climate-action/act-our-clima

te-plan/

https://group.skanska.com/sustainability/climate/develop-and-use-insights-for-climate-action/act-our-climate-plan/
https://group.skanska.com/sustainability/climate/develop-and-use-insights-for-climate-action/act-our-climat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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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斯卡集团从项目设计阶段就考虑工程项目的能源类型、能

耗水平和供应链碳足迹，将其排放纳入集团气候目标中，并为工程

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低碳解决方案，为项目运营提供数字化解决

方案，以此来降低工程项目排放。斯堪斯卡集团通常采用的降碳措

施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和材料使用效率、推动电气化转

型、低碳产品创新、增加低碳材料使用、分享经验和能力等。

5.5 第三方国际认证

斯堪斯卡集团持续为客户提供经各种成熟认证体系认证的项目，

在 2023年完成的商业开发建筑中，获得 LEED 铂金级或黄金级、

BREEAM卓越级或WELL认证的建筑比例为 100%。

斯堪斯卡英国公司（Skanska UK）是全球首家获得 PAS 2080

基础设施碳管理认证的承包商，展示了其在碳管理方面的国际领先

地位47。

5.6 绿色金融

2023年，斯堪斯卡集团推出了新的绿色债券框架，发行了总价

47 https://www.skanska.co.uk/about-skanska/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21435/Skanska-demonstrates-l

ow-carbon-leadership-with-PAS-2080-certification/

循环利用和项目翻新

材料的循环利用能够有效减少运输并节约优质材料，从而减少碳

排放，帮助集团实现碳管理目标。斯堪斯卡集团通过创建一个可再生、

寿命长、再利用、翻新、再制造、再循环和生物降解的系统，使资源、

产品、部件和材料循环利用，保持价值。

斯堪斯卡 2023年开始运营最现代化的沥青生产厂 Vällsta，该工

厂可以生产 100%再生沥青。与同类工厂相比，Vällsta工厂每吨沥青

碳排放量最多可减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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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约 46亿瑞典克朗的债券组合。该框架由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

（S&P Global Ratings）进行第三方验证，并获得了“中等绿色”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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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工程企业碳管理建议

6.1 提升碳管理意识与能力

为了更好的适应全球碳排放管理要求，国际工程企业要不断提

升其碳管理重要性认知，通过开展内部培训、加强交流学习、开展

项目合作、甚至成立碳管理团队等方法，不断提升员工对碳管理政

策和要求的理解与认识，培养碳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提升国际工程

企业开展碳管理的能力。

6.2 制定公司碳管理战略体系

建立完善的碳管理战略体系可以帮助国际工程企业明确碳管理

目标和路线，提高企业碳管理工作的整体规划性和系统性。国际工

程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碳管理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之中，

制定碳管理的长期规划、中期目标和短期计划，明确碳管理责任部

门和人员，建立碳管理工作组织架构，并匹配相关的绩效评价体系，

推动碳管理工作全面实施和碳管理目标有效落地。

6.3 加强碳排放现状调查分析

对碳排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分析，识别碳排放关键领域和环

节，能够使国际工程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碳排放情况，为其实

施碳管理提供依据。国际工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监

测和收集体系、定期开展碳排放情况核算与报告、开发利用碳排放

管理数字化工具等手段，对其各项活动和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量化

和分析，识别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和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减排

措施和改进方案。

6.4 加强低碳技术研究应用

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中引入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工艺可以帮

助国际工程企业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国际工程企业可以通过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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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广和应用碳减排技术，建立专门的研发团队或机构，研究和开

发适用于企业业务的低碳技术方案，并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合作，

共同探讨和解决低碳技术领域的关键问题，不断提升自身在碳管理

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6.5 挖掘碳资产商机与潜力

碳资产可以为国际工程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优势。国

际工程企业应积极挖掘碳资产商机，评估自身在减排过程中产生的

潜在碳资产价值，开展碳资产价值实现增值服务，参与碳信用资产

开发与交易，利用碳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和投资，最大程度地盘

活企业碳资产，拓展新的商业领域。

6.6 探索供应链碳足迹管理

与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共同探索供应链碳足迹管理的方法和策

略，可以推动整个供应链的碳减排工作。国际工程企业可以积极管

理和监控企业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情况，加强对供应商的碳管理要

求，推动供应链中低碳技术的应用，促进整个供应链的碳减排工作，

实现全产业链碳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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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碳管理政策

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欧盟

总体要求

《欧盟绿色协议》

《欧盟绿色协议》是欧盟实现 2050 碳中和

目标的指导性协议，其地位相当于国内“双

碳”战略行动中“1+N”政策体系中的“1”。

《欧盟绿色新政》核心主要有两个：应对

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在具体实施

路线的规划中，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经济

层面，包括工业、交通、农业、能源、建

筑等，重点聚焦在清洁能源、循环经济、

数字科技、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推动欧盟

加快从传统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

《欧洲气候法案》
确立了“与 1990 年相比，到 2030 年实现

欧盟减排至少减少 55%”的法律义务

一揽子

减排计划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电力，工业（炼

油厂、炼钢厂以及铁、铝、其他金属、水

泥、石灰、玻璃、陶瓷、纸浆、纸张、纸

板、酸及大宗有机化学品、铝制品、硝酸、

己二酸及乙醛酸类和乙二醛），海运和商

业航空超过 10，000 个设施。

EU ETS 计划对现有电力、工业和航空排放

交易计划设定更严格的上限，并从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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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年起逐步取消海运部门上限。

此外，欧盟还决定在 2027 年或 2028 年（如

果能源价格较高）对建筑物、公路运输和

工业用热实行新的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责任分担条例》(ESR)

《责任分担条例》针对未参与 EU ETS 的温

室气体排放，即采取责任分配的方式，在

建筑、道路和国内航运、农业、废弃物和

小型工业领域，将提高的减排目标分解下

放给各个成员国。

《土地利用、林业和农

业条例》

《土地利用、林业和农业条例》要求：到

2030 年，欧盟利用自然碳汇移除 3.1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到 2035 年，欧盟在土地利

用、林业和农业部门实现气候中和。

《可再生能源指令》、

《能源效率指令》

《可再生能源指令》要求到 2030 年，40%

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所有成员国需就

交通、供暖和制冷、建筑和工业领域可再

生能源利用设定具体目标。

《能源效率指令》为欧盟层面降低能源消

费，设定更具雄心的约束性年度目标，要

求公共部门每年改造 3%的建筑

《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条

例》

要求成员国根据零排放车销售情况扩大补

充燃料的能力，在主要高速公路上按一定

间隔安装充电或者补充燃料的站点：每 60



50

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公里设置一个电动充电点，每 150 公里设

置一个加氢点；要求飞机和船舶在主要港

口和机场均可获取清洁电力供应。

《欧盟航空倡议》

《欧盟航空倡议》要求燃料供应商在欧洲

机场提高可持续航空燃料比例。《欧盟航

运倡议》设定了船舶燃烧燃料对应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最大值，以刺激停靠欧洲港口

的船只采用可持续航运燃料和零排放技

术。

碳边境调节机制

2026 年起，正式对出口欧盟的钢铁、铝、

氢、水泥、化肥、电力等特定商品设立碳

价

能源独立计划（RE Power

EU 计划）

投资 2100 亿欧元，从节约能源、能源供应

多样化、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三方面着手，

取代家庭、工业和发电领域的化石燃料，

以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45%

目标。

波兰

总体要求

2030 年国家环境政策—

—环境和水资源管理领

域的发展战略

确定了波兰在环保领域的主要聚集点，波

兰还成立了全新的气候部( MoC) ，独立于

环境部，专门负责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各

项行动和其他可持续发展事务

能源领域 《2021～2030 年国家 从五个维度(能源效率、能源安全、去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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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能源与气候计划》
48

内部能源市场和研发、创新和竞争力建设)

配合欧洲能源联盟的建设。该计划设定的

具体目标包括:到 2030 年，波兰终端能源

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 21%；非可再

生资源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7%；可

再生能源在运输行业的比重达到 14%，在

电力生产部门的比重达到 32%，在供暖和

供冷领域的比重平均每年增长 1.1%；能源

整体效率上升 23%

《波兰 2040 年能源政

策》(PEP2040)
49

在 2030 年把煤电占比降至 56%，至 2040

年降至 11%，并全面停用燃煤锅炉，在 2049

年前实现煤电完全退出。波兰计划投入

1500亿兹罗提(约合337亿欧元)逐步实现

“弃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以顺应欧盟

气候与能源目标。

工业部门
《国家公平转型计划

50
》

(NJTP)

为推动波兰煤炭产区产业转型，提出分步

骤关停并转煤炭企业、鼓励社会各界对话

和磋商、动员社会各界提供转型资源、政

府提供各类优惠政策、参与欧盟公平转型

48 Executive Summary of Poland’s 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 for the Years 2021-2030 ( NECP PL ) ，

https://ec. europa. eu/energy /sites /ener /files /documents /pl _ final _ necp _summary_en. pd
49 https://www.gov.pl/web/climate/energy-policy-of-poland-until-2040-epp2040
50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Just Transition Plan ( NJTP ) Setting the Framework for Territorial Just Transition

Plans，IETU，https: / / ietu－innovea. pl/ en/projekty_pos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just－ transition－plan－njtp

－setting－the－framework－for－territorial－just－transition－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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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机制下的基金申请等一系列行动。

交通部门
《2030 年可持续交通

发展战略》
51

该战略的目标是提高波兰的交通便利性，

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运输部门效率。

提出的行动包括：为竞争性经济建立综合

和互联的运输网络、改善交通系统的组织

和管理方式、个人和集体流动性的变化、

提高道路使用者和运输货物的安全、减少

运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交通项目使

用公共资金的效率

基础设施

建设标准

关于跨欧洲能源基础设

施指南（EU）2022/869

号条例
52

为欧盟共同关心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PCI）提供加快发放许可、获得成本分担

和监管激励等优惠政策，并将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作为成为 PCI 项目的条件之一。涵

盖电力项目（输电、储能、海上），氢能

项目，电解槽，智能电网，智能天然气网

络，跨境二氧化碳网络等。

克罗地亚

总体要求 低碳战略
53

其重点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它们

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从而限制全球气温

的上升。

51 https://www.gov.pl/web/infrastruktura/projekt-strategii-zrownowazonego-rozwoju-transportu-do-2030-roku2
52 https://www.gov.pl/web/klimat/projekty-wspolnego-zainteresowania-unii-europejskiej
53 Low Carbon Strategy: https://mingor.gov.hr/UserDocsImages/klimatske_aktivnosti/odrzivi_razvoj/NUS/l

ts_nus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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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能源领域

《能源法》
54

法案内容将欧盟一揽子计划落实到克罗地

亚法律中，对供应、发电和使用的安全提

出了进一步的措施要求。

《热能市场法》

该法规定了克罗地亚境内安全可靠地供热

或用热的措施，包括获得相关特许权的条

件、必要的数据收集和数据传送、监测和

检查、配电网络等各种问题。

工业部门

《气候变化和臭氧层保

护法》和《消耗臭氧层

物质和含氟温室气体管

理条例》
55

工业企业如进口/引进受控物质/氟化温室

气体，在克罗地亚上市或用于其他工程，

必须向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基金支付一笔

费用（价格为进口/引进受控物质/氟化温

室气体 0.20 欧/千克），且生产过程中所

有温室气体都要收集、重复使用、回收或

消费。

交通部门

《克罗地亚共和国部署

替代燃料基础设施的国

家政策框架》
56

文件设定了建设替代燃料基础设施的最低

目标，包括加油站、加油站和供应站的联

合技术规范、用户通知要求，以及实现国

家目标所需的措施。

南非

54 Energy Act: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s/energy-act_51d2?r=europe-central-asia&q=Energy+Act

+of+Croatia&id=energy-act_c5d1
55 Law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 https://www.fao.org/faolex/results/deta

ils/en/c/LEX-FAOC207775/
56 NPF: https://alternative-fuels-observatory.ec.europa.eu/system/files/documents/2022-12/Croatia%20NP

F%20%28EN%29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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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总体要求

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

白皮书
57

是南非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政策框架

文件，旨在解决南非短期、中期和长期（至

2050 年）的气候适应和减缓问题，其中包

含碳定价、水资源保护、农林业发展、环

境卫生、生物多样性、减少和预防自然灾

害等诸多法律规定

气候变化法案

法案要求南非各级政府定期审查温室气体

排放标准，并适时完善减排路径；动态调

整各部门排放目标，合理分配碳预算

能源领域

综合能源规划（IEP）
58

通过分析工业、商业、建筑、农业和交通

运输等各部门能源消耗趋势，预测不同情

景下的远期能源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并

根据不同行业的复杂性和成熟度，提出相

应意见和建议

综合资源规划（IRP）
59

根据能源安全、节能减排和电力消费等需

求，制定国家中长期发电装机的规模和结

构。规划指出，南非至 2030 年将退役约

57 Ministry of Forestry， Fisherie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South Africa.National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Policy White Paper[EB/OL].www.environment.gov.za，2011.

58 Depart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of South Africa.National Integrated Energy Plan

2016[EB/OL].www.energy.gov.za，2016.

59 Department of Presidency of South Africa. Integrated Resource Plan 2019[EB/OL].www.energy.gov.z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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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1GW 的煤电机组，至 2050 年这一数字将

增加至 35GW

工业领域 工业政策行动计划
60

概述了工业发展的总体路径。为应对气候

变化制定新的工业发展路线，收集分析各

类资源效率数据，推进工业能效项目开发，

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和清洁生产技能，支持

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等

建筑领域

《建筑物能效标准》

（204 号）
61

规定了与建筑物能效有关的各项设计要

求，包括通风和空调系统设计标准、建筑

物朝向、最大能源需求值、最大年能耗值

等

《建筑物能源利用标

准》（SANS 10400-XA）

62

侧重于建筑物节能，提出了安装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发电系统、隔热保温系统以及给

水排水、照明和电气系统的能耗标准和规

范

交通领域 绿色交通战略
63

将货运作为交通运输领域的减排关键，并

提出至 2050 年将本部门碳排放占比由

2018 年的 12%下降至 7%，并将 30%的货运

60Department of Trade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of South Africa. Industrial Policy Action

Plan[EB/OL].www.thedtic.gov.za，2018.
61 Department of Energy. Standard 204:Energy standard for building[EB/OL].www.energy.gov.za，2011.
62 Department of Energy. SANS 10400-XA: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Building Regulations Part XA:Energy

usage in buildings[EB/OL].www.energy.gov.za，2011.
63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of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Green Transport Strategy for South Africa:

2018-2050[EB/OL].www.transport.gov.z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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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量从公路转向铁路，20%的客运量从私家车

转向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

通信领域
国家综合信息和通信技

术政策绿皮书
64

制定了绿色 ICT 政策，旨在推动信息和通

信技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该政策包括鼓

励使用能效高的设备、推广虚拟会议和远

程办公以减少相关的碳排放

基础设施

建设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计 划

（IDP）
65

确立了南非的基础设施发展目标，包括提

高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加强基

础设施投资、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率和可持

续发展等

碳定

价机制
碳税法案

66

南非是首个实施碳税的非洲国家。法案将

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政府将配套出台

一系列免税和补贴政策，采取较为温和的

碳税收费标准，通过补贴的形式对所有碳

排放免除 60%～95%的税额。第二阶段将从

2023 年持续至 2030 年，具体政策则将视

前期政策执行效果评估而定

肯尼亚

总体要求 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概述肯尼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包

64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National Integrated ICT Policy Green

Paper[EB/OL].www.dcdt.gov.za，2014.
65 The Presidency of South Africa.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lan[EB/OL].www.gov.za，2012.

66 Department of Presidency of South Africa. Carbon Tax Act of South Africa[EB/OL].www.gov.za，2019.



57

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NCCAP） 括减缓和适应措施。强调了在能源、农业、

林业、水资源和废物管理等关键部门减少

排放的重要性

肯尼亚国家气候融资框

架（2018）
67

旨在动员和协调国内外气候融资，以支持

肯尼亚的气候行动。确定了优先投资领域，

如可再生能源、气候智能型农业和水资源

管理

能源领域

肯尼亚国家能源效率和

节约政策
68

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推广

节能技术和实践；建立能源审计和监测体

系

肯尼亚能源法案（2019）

69

为能源部门提供法律框架，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加强能源监管

工业领域
制造业部门转型战略

(2019-2023)
70

旨在促进肯尼亚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和减少工业污染，鼓励发展绿色

产业，如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和循环经济

建筑领域 肯尼亚国家建筑规范
71

该规范为建筑物的能源效率设定了最低标

67 National Treasury ，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ry. 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Framework[EB/OL].www.climatechange.go.ke，2018.
68 Ministry of Energy and Petroleum. Kenya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Policy[EB/OL].www.energy.go.ke，2016.
69 Kenyan Parliament. Kenya Energy Act 2019[EB/OL].www.parliament.go.ke，2019.
70 Ministry of Industrialization， Trade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ector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2019-2023[EB/OL].www.industrialization.go.ke，2019.
71 Ministry of Roads and Public Works. Kenya National Building Code[EB/OL].www.works.go.k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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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准，旨在减少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涵盖了建筑围护结构、照明、通风和空调

等方面的节能要求。鼓励采用被动式设计

策略、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节能材料

肯尼亚绿色建筑规范
72

旨在鼓励建筑业采用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

方法，以减少建筑物的环境影响。它包括

了对能源效率、水资源管理、材料选择、

室内环境质量和废物管理的指导

交通领域 国家交通政策（NTP）
73

该政策旨在创建一个可持续、高效和安全

的交通系统。NTP 强调减少交通运输部门

的碳排放，并制定了相关战略，包括推广

电动汽车、改善公共交通、促进非机动化

交通和优化物流效率

通信领域

肯尼亚信息通信技术

（ICT）行业绿色低碳战

略
74

该战略旨在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电子垃圾来减少肯尼

亚 ICT 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它设定了减

少碳排放的目标，促进可持续采购实践，

并鼓励采用绿色技术

基础设施 肯尼亚绿色经济战略与 该战略旨在推动肯尼亚向绿色经济转型，

72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Kenya Green Building Code[EB/OL].www.architecture2030.org，

2016.
73 Ministry of Roads and Public Works. National Transport Policy[EB/OL].www.works.go.ke，2019.
74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Kenya ICT Sect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Strategy[EB/OL].www.ict.go.k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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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领域 实施计划（2016-2030）

75

其中基础设施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领域。战略提出了发展绿色基础设施的

指导原则和具体目标，包括：提高能源效

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可持续的交通系统；

建设绿色建筑和城市

坦桑尼亚

总体要求

国 家 气 候 变 化 战 略

（NCCS）
76

概述了坦桑尼亚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愿景

和战略重点。强调在能源、农业、林业、

水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部门采取行动。

旨在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决策

过程

国 家 适 应 行 动 计 划

（NAPA）
77

确定了坦桑尼亚最脆弱的地区和部门，并

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行动。强

调通过早期预警系统、抗旱作物、水资源

管理和社区参与等措施提高抵御能力

能源领域 国家能源政策（NEP）
78

概述了坦桑尼亚实现能源供应安全、可负

担性和可持续性的战略。强调发展可再生

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电和生物质能，

75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Kenya Green Economy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2016-2030[EB/OL].www.npcrb.go，ke，2016.
76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rategy[EB/OL].www.env.go.tz，2012.
77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 of Action[EB/OL].www.env.go.tz，2007.
78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s. National Energy Policy[EB/OL].www.mem.go.tz，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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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工业领域
坦桑尼亚可持续工业发

展政策（2020-2030）
79

该政策旨在推动坦桑尼亚工业的可持续发

展，明确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作为重要

的考量因素。政策提出了促进资源效率、

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措施，鼓励

工业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减

少污染物排放。政策还强调了建立绿色工

业园区和加强环境监管的重要性

建筑领域

坦桑尼亚建筑规范
80

作为坦桑尼亚建筑设计和施工的强制性标

准，该规范包含了一些与节能减排相关的

规定，例如建筑物朝向、外墙保温、自然

通风等。规范鼓励采用节能建筑材料和技

术，并要求进行建筑能效评估

坦桑尼亚绿色建筑倡议

该倡议旨在推广绿色建筑实践，提高建筑

业的能源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它包括了

一系列的指导原则和标准，以促进绿色建

筑材料的使用、节能设计和建筑废物管理

等

交通领域 国家交通政策
该政策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可靠、有效和

环保的交通系统。政策提出要优先发展公

79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2020-2030[EB/OL].www.mit.go.tz，

2020.
80 Ministry of Works ，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Tanzania National Building

Code[EB/OL].www.mwtc.go.tz，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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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共交通，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交通领域的

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政策还鼓励使用清

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推广非机动车交通

基础设施

领域
可持续基础设施指南

81

旨在为坦桑尼亚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可持

续发展指导，涵盖交通、能源、水利、信

息通信等关键领域。指南从战略规划、项

目设计、建设实施到运营维护等各环节，

提出了可持续性原则和具体措施，以平衡

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促进坦桑尼亚基

础设施的绿色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

尼日利亚

总体要求

《气候变化法案》
82

该法案旨在通过提供一个总体框架，设定

2050 年至 2070 年期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

标。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2021-2030）》
83

该政策旨在促进低碳、气候恢复力和性别

平等的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能源，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工业，交通

和废弃物排放领域的一系列减排计划，以

及多项增强气候适应能力的措施。

81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ouncil.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anzania[EB/OL].www.nemc.or.tz，2022.
82 Climate Change Act: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NIG208055.pdf
83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2021-2030): https://climatechange.gov.ng/wp-content/uploads/2021/0

8/NCCP_NIGERIA_REVISED_2-JUNE-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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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能源领域 《能源转型计划》
84

该计划针对电力、烹饪、石油和天然气、

运输以及工业这五个关键领域，制定了能

源转型框架。

工业领域 《能源转型计划》

计划将通过在水泥生产中用煅烧粘土替代

熟料、应用碳捕获与储存生物能源

（BECCS），在氨生产中用绿氢和蓝氢替代

灰氢（由化石燃料产生的氢），以及在供

暖中采用零排放燃料（如清洁电力和氢气

代替天然气和生物质）来减少水泥生产、

氨生产和工业供暖相关的排放。

交通领域 《能源转型计划》

提出了交通领域低碳运输转型目标，计划

在 2030 年前，部署生物燃料，在 2030 年

后，大力推动电动汽车普及。

碳定价

机制
碳税

2023 年初，尼日利亚政府宣布将引入碳税

和碳信用机制。

哈萨克斯坦

总体要求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气

候变化法》（2020）
85

该法规定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气候变化政

策目标，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

源效率和推广可再生能源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可

持续发展战略》（2019）

该战略将气候变化缓解和可持续发展作为

哈萨克斯坦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旨在到

84 Energy Transition Plan: https://energytransition.gov.ng/
85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The law on Climate Chang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EB/OL].www.adilet.zan.kz，2020.



63

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86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0%，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

能源领域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可再

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法
87

该法律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能源

效率的提高，通过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和建

立支持性监管框架来吸引对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投资。它还包括了对可再生能源生产

商的保障性购电协议（PPAs）和绿色能源

证书（GECs）机制

工业领域 绿色工业革命路线图
88

该路线图是在“绿色经济”概念的基础上

制定的，旨在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来减少

工业领域的碳排放，包括提高能源效率、

发展循环经济、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促进

绿色投资

交通领域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2020-2025
89

旨在提升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

同时注重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广电

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辆，建设电动汽车充

电站网络；提高公共交通的能效，降低碳

排放，促进公共交通系统的绿色转型；发

86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Concept for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EB/OL]. www.eco.gov.kz，2019.
87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Law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EB/OL].www.akorda.kz，2019
88 Ministry of Ecology， Ge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oadmap for the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EB/OL].www.gov.kz，2020.
89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2020-2025[EB/OL].www.gov.kz，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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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展智能交通系统，以优化交通流量和减少

能源消耗

通信领域
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计

划
90

旨在通过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电子政务服

务和数字创业的发展来改变该国的数字产

业，该计划还侧重于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并减少数字部门的碳足迹

碳定价

机制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配额

交易的法律
91

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 (ETS)是哈萨克斯

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政策工具。规定了排放配额分配、交易、

监测、报告和核查等方面的规则和程序。

设定了国家层面的排放上限，并将其分配

给各个排放企业。企业可以通过交易配额

来实现减排目标。

引入了拍卖机制，允许企业通过拍卖购买

额外的排放配额

乌兹别克斯坦

总体要求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

（2017）
92

该战略将气候变化缓解和可持续发展作为

乌兹别克斯坦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旨在

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0%，到

90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Digital Kazakhstan" State Program[EB/OL].www.gov.kz，2018.
91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Law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EB/OL].www.parlam.kz，2013.
9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EB/OL].www.gov.uz，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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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

国 家 气 候 变 化 计 划

（2020）
93

该计划规定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气候变

化缓解和适应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

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实施

碳捕获与存储技术

能源领域 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94

旨在减少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部门的能源消

耗和提高能源效率。该计划包括推广节能

技术、改善能源基础设施和减少能源损失

的措施

工业领域 绿色产业发展计划
95

旨在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绿色产业的发展，

包括环保产品的生产、回收利用和废物管

理。该计划还侧重于减少工业部门的能源

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建筑领域 绿色建筑发展计划
96

旨在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绿色建筑的发展，

包括建造节能建筑、绿色屋顶和绿色墙壁。

该计划还侧重于减少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

93 Ministry of Ec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n.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EB/OL].www.eco.gov.uz，2020.
94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Energy Efficiency Action Plan[EB/OL].www.minenergy.uz，

2019.
95 Ministry of Investments，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gram[EB/OL].www.gov.uz，2020.
96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and Communal Services of Republic of Uzbekistan. Green Building

Development Program[EB/OL].www.mc.uz，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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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交通领域 交通发展战略
97

旨在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的可持续和环保交

通，包括发展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和替

代燃料。该战略还侧重于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通信领域
国 家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ICT）发展战略
98

旨在促进乌兹别克斯坦 ICT 的发展，包括

发展绿色 ICT 基础设施，推广节能技术，

减少电子垃圾。该战略还侧重于促进数字

技术的使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促进

可持续发展

印度尼西亚

总体要求

《2050 低碳和气候适应

长期发展战略》

99

该战略旨在通过增强粮食、水、能源和环

境健康这四个基本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抵

御能力，减少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潜在

GDP 损失。

能源领域

国家能源总体规划和国

家电力总体规划

为能源行业实现煤炭发电量在 2030 年必

须控制在发电量的 10%，并在 2040 年之前

逐步淘汰煤炭的目标制定了路径。

第112/2022号总统条例 条例规定暂停新建燃煤发电厂（除一些例

97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EB/OL].www.mintrans.uz，2018.
98 Ministry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Development Strategy[EB/OL].www.mininnovation.uz，2019.

99 Long-Term Strategy for Low Carbon and Climate Resilience 2050，LTS-LCCR 2050: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Indonesia_LTS-LCCR_2021.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Indonesia_LTS-LCCR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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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外情况），并要求制定煤炭淘汰计划

工业部门
70/2009 号节能法规修

订版（33/2023）

法案规定超过一定消费水平的能源消费者

必须开展节能活动，工业部需要定期检查

国家工业信息系统 (SIINas) 中的公司报

告，并进行审计以及确保遵守国家法规。

建筑部分

70/2009 号 节 能 法 规

（33/2023）

针对建筑行业中建筑围护结构、空调、照

明设备和能源审计程序等方面，提出建筑

节能标准。

21/2021 号法规

法规要求对所有符合绿色建筑要求的建筑

项目进行性能评估（包括新建建筑、现有

建筑和绿地）。符合这些要求的项目可通

过印尼绿色建筑委员会获得认证

交通部门

《确定交通部门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行动

计划》（8/2023）

印尼政府将大力发展生物燃料，提出利用

棕榈油出口税资金补贴生物柴油和化石柴

油之间的差价等相关政策

55/2019 号交通法规

在推行电动汽车发展方面，印尼政府提出

多项政策提供财政激励措施以降低电动汽

车的拥有成本和基础设施发展成本。

碳定价

机制
98 号总统令

总统令规定了碳交易的两种机制：

（1）排放交易（限额和交易，适用于受限

于政府/相关部门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

制（或排放上限）的业务部门）；（2）温

室气体排放量抵消（适用于无温室气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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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放量限制/上限的行业中的企业/实体）。

《税收法规协调法》 预计将于 2025 年开始征收碳税

新加坡

总体要求

《新加坡长期低排放发

展战略》
100

战略确定三个助力新加坡正在通过以下关

键举措加快工业、经济和社会的低碳转型：

（1）促进企业转型，例如提高能源效率，

转向更可持续的能源和化学品部门；（2）

投资于低碳技术，如碳捕获、利用和储存

以及低碳燃料的使用；（3）寻求有效的国

际合作，如国际气候行动、区域电网、市

场机制

《国际气候行动计划》
101

计划中指出一系列提高各部门能源效率的

政策，包括《能源节约法》、绿色标志认

证、能源标签计划等。

《2030 新加坡绿色计

划》
102

该计划旨在推进新加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国家议程。内容包括影响工程行业的各种

目标和举措，如绿色城市解决方案、可持

续生活和减少企业碳足迹。

100 Long-Term Low-Emissions Development Strategy， LEDS: https://www.nccs.gov.sg/files/docs/default-so

urce/publications/nccsleds.pdf
101 Climate Action Plan: https://www.nccs.gov.sg/files/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take-action-today-f

or-a-carbon-efficient-singapore.pdf
102 The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https://www.nccs.gov.sg/media/press-release/joint-media-release-by-n

ccs-mse-mti-mot-mnd-and-moe-good-progress-made-on-the-singapore-green-plan-2030-as-government-accelerate

s-decarbonisation-and-sustainability-efforts/

https://www.nccs.gov.sg/files/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take-action-today-for-a-carbon-efficient-singapore.pdf
https://www.nccs.gov.sg/files/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take-action-today-for-a-carbon-efficient-singapo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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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工业部门

与能源领

域

《节能法案》
103

法案指出新加坡致力于通过使用碳密集度

较低的燃料和提高能源效率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且法案强制规定企业需要提交年

度监测报告和能源使用、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并提交能效改进方案。

《新加坡国家氢能战

略》
104

战略提出新加坡将根据氢能技术进步和全

球发展，加快氢气部署和基础设施发展。

节能津贴
105

该 计划 提 出能 源 效 率基 金 （ Energy

Efficiency Fund， E2F）、能源资源效率

补助金（Resource Efficiency Grant for

Energy， REG(E)）和 Genco 能源效率捐赠

呼吁（Genco Energy Efficiency Grant

Call ， Genco EE Grant Call），支持企

业提高其工业领域能效和自身竞争力。

建筑部门
《新加坡绿色建筑总体

规划》
106

该规划作为新加坡建筑部门的总指导，提

出了“80-80-80 in 2030”目标，即：（1）

到 2030 年，80%的建筑将实现绿色化（按

103 Energy Conservation Act， ECA: https://www.nea.gov.sg/media/news/news/index/enhancements-to-the

-energy-conservation-act#:~:text=Singapore%2C%208%20March%202017%20%E2%80%93%20The，Act%20(E

CA)%5B1%5D.&text=3%20Under%20the%20ECA%2C%20registered，data%20related%20to%20GHG%20emi

ssions.
104 Singapore’s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https://www.mti.gov.sg/Industries/Hydrogen
105 Industry Energy Efficiency Package: https://www.nccs.gov.sg/files/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

nt-library/power-your-business-with-the-enhanced-industry-energy-efficiency-package.pdf
106 Singapore Green Building Masterplan，SGBC:

https://www1.bca.gov.sg/buildsg/sustainability/green-building-master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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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总建筑面积计算）；（2）从 2030 年起，

80%的新开发项目（按总建筑面积计）将是

超低能耗建筑；（3）到 2030 年，一流的

绿色建筑的能效（与 2005 年的水平相比）

提高 80%。

绿色标志计划
107

这是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建筑环境可持续性

的一个关键性能基准，该计划旨在鼓励开

发商和业主建造和选择更环保的建筑。目

前计划内容仍在定期进行审查和更新，从

而确保跟上技术、建筑标准和行业最佳实

践的改进步伐。

现有建筑 GMIS2.0
108

这是一项鼓励建筑物业主进行节能改造的

资金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总金额为 6300

万新加坡元。

交通部门

《2040 陆路运输总体规

划》
109

规划指出将推行减少陆路交通部门碳足迹

的计划，设计全岛自行车网络

新加坡电动汽车愿景及 愿景提出新加坡将在2030年前实现50%公

107 Green Mark GM Scheme:

https://www1.bca.gov.sg/buildsg/sustainability/green-mark-certification-scheme
108 Green Mark Incentive Schemes for Existing Buildings 2.0， GMIS-EB 2.0:

https://www1.bca.gov.sg/buildsg/sustainability/green-mark-incentive-schemes/green-mark-incentive-scheme-for-e

xisting-buildings-2.0
109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

https://www.lta.gov.sg/content/dam/ltagov/who_we_are/our_work/land_transport_master_plan_2040/pdf/LTA%20

LTMP%202040%20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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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路径图
110

交车电气化，并在 2040 年前实现 100%清

洁能源公交车队。路径图提出于 2021 年开

始下调电动汽车道路税，并提出相应法规

111促进电动车使用。

碳定

价机制
碳税

112

新加坡碳税目前覆盖制造业、电力、废弃

物和水利行业的约 50 个设施，占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的 80%。2019-2023 年，碳税价格

为 5 新元/tCO2e，2024 年提高至 45 新元

/tCO2e。

泰国

总体要求
《泰国国家可持续发展

路线图（2021-2030）》

该路线图确定了以下领域的减排措施：（1）

能源领域，包括可再生电力和能源效率；

（1）工业流程和产品使用领域，如水泥生

产中的原材料替代；（3）废物领域，如废

物管理和废物焚烧。

110 Singapore’s EV vision and road map: https://www.lta.gov.sg/content/ltagov/en/industry_innovations/te

chnologies/electric_vehicles.html
111https://www.lta.gov.sg/content/ltagov/en/industry_innovations/technologies/electric_vehicles/our_ev_visio

n.html
112 Carbon tax: https://www.nccs.gov.sg/singapores-climate-action/mitigation-efforts/carbo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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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气候变化总体规划

（2015-2050）》
113

该总体规划旨在推动泰国到 2050 年实现

可持续发展、低碳增长和抵御气候变化的

能力。内容包括三项关键战略：（1）适应

气候变化；（2）减缓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

（3）营造有利于气候变化管理的环境。

能源领域

《 电 力 发 展 计 划

（2018-2037）》
114

该计划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加强泰国的能

源安全。泰国不计划发放新的燃煤发电厂

许可证，而是将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上，

例如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除此以外，

泰国将鼓励通过 CCUS 进行减排。

《 能 效 计 划

（2018-2037）》
115

该计划旨在到 2037 年实现能源强度降低

30% 的目标（相较 2018 年）。

工业部门
《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

划
116

规划强调了工业部门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部门之一，规划内容鼓励再利用、回

收、再制造、废物转化，以及使用沼气和

生物质代替石油燃料。

建筑部门 《20年能源效率计划》
117

该计划中提到，泰国计划要求新建建筑到

113 Climate Change Master Plan 2015-2050: https://leap.unep.org/en/countries/th/national-legislation/clim

ate-change-master-plan-2015-2050
114 Power Development Plan 2018-2037: https://climatepolicydatabase.org/policies/power-development-pl

an-pdp-2018-2037-thailand-2019
115 Energy Efficiency Plan 2018-2037: https://policy.asiapacificenergy.org/node/4352
116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ster Plan 2012-2031: https://www.oie.go.th/assets/portals/1/fileup

s/2/files/Industrial%20Master%20Plan/National_Industrial_Development_Master_Plan.pdf
117 20-year Energy Efficiency Plan（2011-2030）: https://www.eppo.go.th/images/POLICY/ENG/EEDP_

Eng.pdf

https://policy.asiapacificenergy.org/node/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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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实现零能耗

交通部门
《环境可持续交通系统

规划（2013-2030）》
118

该计划提出在 2030 年，运输部门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需要达到 36%（相较 2013 年）。

碳定价

机制
自愿排放交易计划

119

泰国在 2015 年启动了自愿排放交易计划，

可能在未来建立强制性排放报告制度，

2023 年 1 月，泰国工业联合会在其可再生

能源和碳信用交易平台(FTIX)开通了碳信

用交易平台。

沙特阿拉伯

总体要求

2030 愿景
120

2030 愿景是沙特阿拉伯发展的整体规划

蓝图

沙特阿拉伯绿色倡议

（SGI）
121

2021 年 10 月 23 日，沙特阿拉伯王储公布

该绿色倡议，提出沙特到 2030 年将每年减

少 2.78 亿吨碳排放，并在 2060 年实现净

零排放的计划。

循环碳经济（CCE）国际

计划

该计划旨在以经济高效的方式、确保利用

所有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从已排放

118 Climate Change Laws of the world: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environmentally-sustainable-transport-system-plan-2013-2030_a8bc
119 DEVELOPING CARBON TRADING MARKETS IN SOUTHEASTASIA:

https://www.kwm.com/global/en/insights/latest-thinking/development-of-carbon-trading-markets-in-southeast-asia.

html
120 Vision 2030: https://www.vision2030.gov.sa/media/cofh1nmf/vision-2030-overview.pdf
121 Saudi Green Initiative (SGI):

https://www.greeninitiatives.gov.sa/knowledge-hub/hrh-the-crown-prince-and-prime-minister-announces-the-kingd

om-of-saudi-arabia-s-aims-to-achieve-net-zero-emissions-by-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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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室气体中获得经济价值，促进 GDP 增

长，创造就业机会。

能源领域

能源效率计划
122

该计划由沙特能源效率中心提出，旨在针

对工业、建筑和运输这三个占一次能源消

耗率 90%以上的部门，改善其排放现状。

对于工业领域（钢铁、水泥、石油衍生品

等产业），未来将扩大至包括铝产品等领

域的当前能效使用框架范围；对于建筑领

域（隔热、空调、家用电器、照明等产品），

将在未来对所有建筑制作耗能密度样本，

并继续完善能效规范体系；对于运输领域

（LDVs 和 HDVs），将推进新一阶段的小型

汽车节油标准（CAFE），并着手准备公路

卡车启动挡泥板规范草案。

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

划
123

旨在通过国家转型，促进沙特成为能源、

采矿、物流和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要

求大力投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促进清洁技术发展。

交通领域 2030 愿景
2030 愿景中提出，沙特政府将在 2030 年

前，将利亚得地区电动汽车比例提升至

122 Saudi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 (SEEP):

https://www.moenergy.gov.sa/en/OurPrograms/SPFEE/Pages/default.aspx
123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Logistics Program:

https://www.vision2030.gov.sa/en/vision-2030/vrp/national-industrial-development-and-logistics-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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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孟加拉

总体要求
2022 国 家 适 应 计 划

（NAP）
124

NAP 主要规划 2023-2050 年的中长期发展

路径，是其实施气候适应行动的主要战略

文件。

能源领域
2030 能源效率与节约总

体规划（EECMP）
125

EECMP 是孟加拉国在能源效率方面的一项

最高计划，明确指出了截至 2030 年的行动

计划路线图，包括有效实施机电工程控制

倡议的法律、机构和操作框架大纲。

其他
孟加拉国气候变化信托

基金（BCCTF）
126

孟加拉国气候变化信托基金主要关注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已经承担了约

851 个项目，投资约 4.9 亿美元用于实施

相关气候战略行动。

墨西哥

总体要求 《一般气候变化法案》
127

该法案将总体气候目标转化为战略和计

划，并为实施提供了体制框架，同时制定

了到 2024 年，35%的电力采用清洁技术，

到2050年，排放量减少50%的发展目标（与

124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https://moef.portal.gov.bd/sites/default/files/files/moef.portal.gov.bd/npfblock/903c6d55_3fa3_4d24_a4e1_0611ea

a3cb69/National%20Adaptation%20Plan%20of%20Bangladesh%20%282023-2050%29%20%281%29.pdf
125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 up to 2030:

https://cdn.climatepolicyradar.org/navigator/BGD/2015/energy-efficiency-and-conservation-master-plan-up-to-203

0_f3451882a3cb0e629f2a4b53f443d4c4.pdf
126 Bangladesh Climate Change Trust Act, 2010: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bgd179684E.pdf
127 IEA: https://www.iea.org/policies/8683-general-law-of-climate-change-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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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相比）。

《气候变化特别方案》
128

该方案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中短期的战略发

展计划，通过制定和实施四个优先目标（适

应、缓解、适应和缓解之间协同作用产生

的共同利益以及气候治理）下的 169 项具

体行动，实现其国际自主贡献。

能源领域

《国际电力系统发展规

划 2020-2034》
129

该规划确定了墨西哥政府取消可再生能源

拍卖，但对于清洁能源发电持开放态度，

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机会或将逐步转向未

得到开发的分布式发电。

《能源转型法》
130

该法案的目的是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

高效利用，规范电力公司强制分享清洁能

源的相关义务，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电力

行业的污染排放。法案内容还强调之前的

外部化成本需要纳入与电力行业运营和扩

张相关的成本评估中。

交通部门
改善空气质量管理计划

ProAire

目前该计划已经进行多次更新，覆盖墨西

哥六个州的大都市，其中提到促进公共交

通，规范燃料消耗。

128 Special Programme on Climate Change，PECC:

https://www.gob.mx/cenapred/articulos/conoce-el-programa-especial-de-cambio-climatico-2021-2024?idiom=es
129 Programa de Desarrollo del Sistema Eléctrico Nacional 2020 a 2034:

https://www.gob.mx/cenace/documentos/programa-de-desarrollo-del-sistema-electrico-nacional-2020-2034
130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energy-transi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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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

机制

碳税
131

2014 年，墨西哥实施了碳税政策，不同燃

料价格不同，碳税约为 3.5 美元/tCO2e。

2017 年，墨西哥关于使用减排信用抵扣碳

税的规定生效，该规定提出墨西哥情急发

展机制项目的核证减排量（CER）以及

EU-ETS 中的绿色核证减排量可作为碳税

支付方式。

自 愿 排 放 交 易 计 划

（ETS）
132

墨西哥 ETS 是拉丁美洲首个 ETS，于 2020

年 1 月启动，覆盖了能源和工业部门的直

接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40%。

巴西

总体要求 《国家气候变化计划》
133

该政策旨在确定、规划和协调减轻温室气

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

能源领域 《十年能源扩张计划》
134

该计划通过情景分析和敏感度分析，展现

了巴西在不同设想下的发展进程，为各部

门提供重要参考。

工业部门 <巴西新工业》
135

这是一项通过可持续性和创新推动国家发

131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mexico/policies-action/
132 ICAP: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mexican-emissions-trading-system
133 National Policy on Climate Change， PNMC: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bra166971.pdf
134 The Ten-Year Energy Expansion Plan:

https://www.gov.br/mme/pt-br/assuntos/secretarias/sntep/publicacoes/plano-decenal-de-expansao-de-energia/pde-2

031/english-version/relatorio_pde2031_introducao_eus.pdf
135 Nova Indústria Brasil/NIB:

https://www.gov.br/planalto/en/latest-news/2024/01/brazil-launches-new-industrial-policy-with-development-goals

https://faolex.fao.org/docs/pdf/bra166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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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直至 2033 年的工业政策。这项新政

策将刺激生产和技术发展，提高巴西工业

的竞争力，引导投资。为了扭转巴西过早

去工业化的趋势，政策将采用若干国家工

具，如特别信贷额度、不可退还的资源、

监管和知识产权行动，以及公共项目和采

购政策，鼓励刺激工业部门发展。

建筑部门
巴 西 标 签 计 划 （ PBE

Edifica）
136

该计划由国家计量、质量和技术研究所

（INMETRO）管理，为建筑物提供能效标签。

它对商业、公共和住宅建筑的能效进行评

估，鼓励采用更高效的技术和建筑方法。

交通部门

RenovaBio 计划

该计划目标是通过扩大生物燃料的使用和

创建碳信用市场来抵消化石燃料的温室气

体排放，从而降低巴西交通矩阵的碳强度。

运输部门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计划
137

这项关于交通和城市交通部门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交通基础设

施和更多地使用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为减

缓该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关于

城市交通部门，其目标是增加使用高效的

公共客运系统，为履行巴西的自愿承诺做

-and-measures-up-to-2033
136 PBE Edifica: https://pbeedifica.com.br/
137Transport Sector Plan for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https://climate-laws.org/documents/transport-sector-plan-for-mitigation-and-adaptation-to-climate-change_bcf4?id

=transport-sector-plan-for-mitigation-and-adaptation-to-climate-change_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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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该计划按子部门介绍了当前的排

放状况、未来预测、减排预测以及减缓行

动及其实施战略。

MOVER 计 划 （ MP 1 ，

205/2023）
138

该计划扩大了巴西政府对于交通部门的可

持续发展要求，鼓励交通、物流领域研发

新技术，并且提出了对于汽车制造过程中

的可回收材料占比 50%以上的要求。自

2027 年起，巴西政府将对在国内销售的汽

车进行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监测。

碳定价机

制
ETS

139

巴西 ETS 将覆盖年排放量超过 25000 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而年排放量超过

10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则需要披露

相关排放信息。

哥伦比亚

总体要求 国家发展计划
140

该文件旨在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决策，推

进气候适应型低碳发展道路，减少气候风

险。

能源领域 《能源过渡法》
141

该立法修改了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监

管框架，并在法律上将绿氢和蓝氢确立为

138 MP 1，205/2023: https://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2023-2026/2023/mpv/mpv1205.htm
139 Brazilia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brazil
140 POLÍTICA NACIONAL DE CAMBIO CLIMÁTICO:

https://www.minambiente.gov.co/wp-content/uploads/2022/01/9.-Politica-Nacional-de-Cambio-Climatico.pdf
141 Energy Transition Law， 2099/2021：https://dapre.presidencia.gov.co/normativa/normativa/LEY%2020

99%20DEL%2010%20DE%20JULIO%20DE%20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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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监管框架，此外，

法案维持并扩大了以前从 NCRS（扣除投资

和增值税除外责任等）中发电的现有税收

优惠项目，并为地热项目制定了一套新的

法规。

能源矿业气候变化综合

治理方案（PIGCC）
142

该计划旨在减少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促进

行业层面的低碳发展，加强和保护行业的

可持续性和竞争力。该计划重点关注能源

矿业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为其设定了

具体目标，包括燃烧排放。计划还呼吁与

运输部门开展低碳合作，并建立补偿制度，

以奖励参与缓解活动的参与者。

建筑部门
净零碳建筑国家路线图

143

该路线图旨在到 2030 年实现所有新建建

筑的净零碳排放，到 2050 年实现所有建筑

的净零碳排放。为实现建筑部门转型，文

件已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价值链中确定了短

期、中期和长期行动，包括城市规划、材

料、运输和配送、设计、标签、认证、水

和能源使用以及废物管理。

交通部门 第 1964 号法案（ Law 该法案制定了公共部门重型汽车电气化目

142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 for climate change in the energy mining sector: https://cdn.clima

tepolicyradar.org/navigator/COL/2018/comprehensive-management-plan-for-climate-change-in-the-energy-mining

-sector_824be31e965647e5e6f3f90c65af7f06.pdf
14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4XKXmH9dGk9AO03xnKM8sL2Lrxs3RF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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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144

标、15 个城市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目

标，以及针对电动汽车车主的各种财政激

励措施。

碳定价

机制
碳税

145

哥伦比亚在 2016 年提出碳税，并在 2017

年正式实施，2023 年 1 月起，碳税的税率

为 4.53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将持

续上涨。

144 Law 1964: https://www.transportpolicy.net/standard/colombia-zev/
145 Carbon price initiativ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grow in 2023:

https://www.ciat.org/ciatblog-las-iniciativas-de-precio-a-las-emisiones-de-carbono-en-america-latina-y-en-el-mund

o-siguen-creciendo-en-202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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