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碳交易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的通知

深环〔2023〕256号

各有关单位：

《深圳市碳交易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已经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

小组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11月 24日

深圳市碳交易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按照《深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要

求，充分发挥碳交易促进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市场机制作用，助力深圳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充分考虑全市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科学合理将碳市场配额总量

与全市碳排放总量控制挂钩，持续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打造规范有序、公开透

明的市场环境。完成深圳碳普惠和碳市场统一管理平台等服务平台的搭建，完善

数据信息管理系统，高质量支撑深圳碳交易市场在全国先行示范。



到 2030年，碳交易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碳交易对碳达峰碳中和支持效果

更加显著，碳市场配额总量控制完全落实，助力深圳建成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绿色低碳城市，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大力推进深圳市在碳中和道路上迈向新征

程。

二、重点任务

（一）做好碳排放总量控制

1.合理制定碳市场碳排放总量目标。强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引领作用，配

合全市碳达峰目标，逐步落实深圳碳市场绝对总量控制制度。除当年新增和移出

管控范围的重点排放单位外，力争 2027年起实现碳市场年度配额总量不增长，

2030年后实现碳市场年度配额总量稳中有降。探索开展重点排放单位碳预算管

理。（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

2.率先推进碳排放强度与总量双控。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碳排

放强度与总量双控（以下简称“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产品产能较为稳定的行

业率先采用碳排放双控方式确定配额分配量，引导重点排放单位由碳排放强度单

一下降控制向碳排放双控过渡，推进全市由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强度管控向碳排放

双控转变。力争到 2028年实现深圳碳市场制造业基本采用碳排放双控方式开展

配额分配工作。（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

3.完善配额分配方案与市场调节机制。提升配额分配方式方法科学性与合理

性，研究制定年度配额分配方案，适时提高有偿分配配额在年度重点排放单位配

额总量中的比例；结合市场流动配额量和市场价格等因素，研究建立配额储备机

制，出台配套操作细则，提高碳市场供给弹性。研究制定深圳碳市场稳定调节机

制，力争到 2030年实现市场调节能力显著提升。（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4.健全市场履约抵销机制。加强碳市场与自愿减排机制衔接，丰富完善核证

自愿减排量产品，完善碳市场履约抵销机制，合理设置深圳市碳普惠核证减排量、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及经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核证减排量可用于重

点排放单位履约抵销比例，探索将绿色电力交易对应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与国家

核证自愿减排量等其他自愿减排机制不重复核证部分）纳入深圳市碳交易市场履

约补充机制。鼓励重点排放单位优先购买符合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的深圳市

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二）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5.大力扶持绿色低碳产业。对符合深圳市绿色低碳产业指导目录的重点排放

单位，在确定年度配额方案时予以适当扶持，大力推动碳排放监测、量化、核查，

低碳认证、咨询、培训，碳减排评估、碳足迹评价、碳金融服务、碳资产交易等

碳管理服务产业发展。（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

地方金融监管局）

6.助推淘汰高排放低附加值落后产品产能。筛选碳排放强度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的重点排放单位，通过配额分配管理等途径助推碳减排落后企业研发、应用绿

色低碳技术，优化升级产品产能。（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科技创新委、工

业和信息化局）

（三）促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7.推进重大新建项目主体纳入碳市场管控。充分发挥源头防控作用，对重大

新建项目实施碳排放评价影响分析，量化重大新建项目碳排放水平，评估重大新

建项目纳入碳市场管控的符合性和实操性，对符合管控要求并建成投产的重大新

建项目主体及时纳入碳市场予以管控。（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8.以碳交易促进工业低碳化发展。鼓励工业领域重点排放单位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推动企业、园区低碳循环化改造和分布式光伏等非化石能



源利用，遵照“奖优罚劣”原则分行业设定工业领域重点排放单位差异化年度下降

目标，推动行业内排放水平较高重点排放单位绿色化改造。（责任单位：市生态

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

9.积极推动建筑领域纳入碳市场管控。研究并明确建筑领域纳入碳市场管控

的方式，对大型商超、酒店宾馆、公共机构、数据中心等重点服务业领域开展碳

排放核算，并根据行业管理成熟度逐步纳入碳市场管控范围，发挥碳交易市场工

具作用，推动建筑主体或业主开展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等建筑节能降碳工作。（责

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住房建设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机关事务管理局）

10.探索扩大交通领域碳市场覆盖面。根据交通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运营特

征，扩大交通领域重点排放单位覆盖范围，研究制定科学规范的碳排放核算及配

额设定方法，为更多交通运输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打好基础。（责任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四）激发全民践行低碳理念

11.加快深圳碳普惠体系建设。丰富完善低碳场景体系，完善相关制度标准

和方法学体系，制定减排量和碳积分兑换规则，形成碳普惠场景创建指引，探索

与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衔接。鼓励各类主体在主管部门统筹指导下开发基于

公众低碳行为的碳普惠应用程序，推动深圳市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按规则用于重点

排放单位碳市场履约，推动碳普惠体系与碳市场实现互联互通，鼓励社会积极开

展碳普惠创新。鼓励引导大型活动、组织和个人购买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用于碳中

和抵销。力争到 2030年实现发布碳普惠方法学 15个、登记碳普惠场景 20个。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

12.探索开设公益碳账户。鼓励组织、个人开立公益碳账户，通过购买核证

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实现组织、个人碳中和。探索基于公益性质企业碳账户和个



人碳账户，核算并记录减排行为数据、碳排放行为数据和碳抵销碳中和情况。（责

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

（五）引导提升碳汇增汇能力

13.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开展海洋碳汇交易。逐步强化深圳海洋

碳汇监测试点配套监测体系，研究制定海洋系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创新海

洋生态系统及其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推动海洋等碳汇项目开发，推进建立海洋

碳汇交易制度，开展海洋碳汇交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及后续产业

开发，支持社会资本依托海洋等优质自然资源开展生态产业化经营，推动海洋产

业发展。鼓励多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公众参

与机制。（责任单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深圳排

放权交易所）

14.探索建立碳汇生态补偿机制。引导支持深圳对口帮扶地区、森林和海洋

等碳汇资源丰富地区等开发碳汇项目，鼓励项目申请核证减排量。制定通过引入

外地碳汇项目交易实现异地生态补偿的机制方案。（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

（六）强化碳金融创新与推广

15. 完善气候投融资机制为企业提供气候项目融资。做好气候投融资机制改

革工作，建立国家（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在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中广泛征

集符合入库标准的气候项目，引导深圳市绿色低碳气候投资基金募集社会资金投

向入库项目，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节能降碳、环境保护等气候友好型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福田区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

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深圳监管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16.持续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健全碳金融标准体系。推动碳资产抵质

押融资、回购交易等产品规模化应用，支持节能减碳创新技术贷款、碳债券、碳



基金、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保险等碳金融产品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个人碳账

户、碳积分等碳普惠应用场景，开发创新型碳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研究金融产

品与产品碳足迹等对接途径，激励企业开展绿色低碳科技研发及投资。推动深圳

金融机构和其他绿色金融服务机构深度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研究工作。（责任

单位：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深圳监

管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17.探索建立企业碳账户体系。搭建企业碳账户平台，推动建立基于企业碳

排放的碳绩效评价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将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融资贷款利率

设定等与重点排放单位碳市场履约完成情况、企业自主减排目标设立与执行情况

等挂钩，在融资、贴息、担保等方面为碳绩效评价等级高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七）完善政策规则和标准体系

18.完善法规规章体系。根据深圳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际，完善碳交易相

关管理制度，出台配套管理规则，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深圳碳市场先行先试。（责

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司法局）

19.优化量化核算机制。持续优化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核算机制，研究建

立个人碳排放核算指南。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定期跟踪排放情况，评估碳排放情

况及控制成效。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数据收集统计方面工作的协同合作，

保证碳市场基于真实有效的数据基础运行。定期开展数据质量监督和评估工作，

建立常态化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

20.优化市场交易规则。根据市场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成交方式等交易规则，

探索引入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委托竞价机制，研究制定配额竞价细则及允许委托竞

价比例和委托竞价配额成交规则，提高配额流动性。（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21. 强化碳中和评价标准体系建设。探索制定区域级、社区级、行业级、企

业级、产品级等多维度碳中和评价标准，规范碳中和认定流程。（责任单位：市

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

22. 试点创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开展产品碳足迹评价，加快建设产

品碳排放数据库，率先在全国建立碳足迹标识认证体系。加强产品碳足迹与绿色

采购、碳普惠等相关政策的衔接和采信应用研究。探索推进碳足迹标识认证粤港

澳大湾区互认，到 2025年底建成大湾区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责任单位：市

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八）健全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3.建设深圳碳普惠和碳市场统一管理平台。建设碳普惠统一平台系统，开

展碳普惠项目及核证减排量的签发、登记、转移及消纳等记录工作，管理低碳场

景方法学、碳积分等内容。完善深圳碳市场管理系统，为重点排放单位生产活动

产出数据及碳排放数据报送、配额分配与转移、履约等工作提供数据平台支撑。

建设碳普惠和碳市场窗口展示系统，及时公开碳市场相关政策文件，展示碳普惠

和碳市场各项公开数据及信息，科普宣传碳普惠和碳市场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4.建设双碳云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与各相关主管部门协调共建能源消费

与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一管理平台，对接煤、油、气、电等能源数据，实现能源

数据可快速报送、可准确统计、可追踪、可考核，为全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

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基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建设局、统计局、深圳供电局）

25.完善温室气体监测网络体系。开展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将监测

作为企业碳排放量核算的重要校核和辅助手段。完善以高精度温室气体和二氧化

碳通量为主要观测要素的温室气体监测网，积极探索遥感监测和移动监测等碳监

测前沿技术，与气象部门开展卫星遥感和西涌天文台地面高精度遥感观测资料共



享，合作研究深圳二氧化碳垂直分布反演，加强温室气体监测数据共享与减排评

估分析，为主管部门拟定深圳碳市场碳排放控制目标提供决策参考。（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气象局）

（九）加强国际国内交流合作

26.探索开展跨区域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探索与港澳地区、兄弟省

市、对口帮扶地区共建特色碳普惠体系，并向全国输出“深圳经验”，争先成为我

国碳普惠体系建设实践排头兵。（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27.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建设。加强与广东碳市场、香港及澳门交流合

作，推动深港碳市场互联互通，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建设，积极参与大

湾区碳市场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对外交流等重点工作，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28.做好与全国碳市场有序衔接。进一步提升深圳电力企业数据监测、数据

报告与核查、配额管理、交易决策、市场风险控制及配额清缴履约能力，配合做

好全国碳市场履约。根据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展，配合做好民航、钢铁等行业企业

衔接管理等工作，保证平稳纳入全国碳市场。（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民航

深圳监管局）

29.探索打通国际自愿减排量交易。利用深圳全国首个获批开展跨境碳排放

权交易的资质以及跨境交易经验，开展自愿减排量跨境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与国

际自愿减排量体系接轨，推动自愿减排量跨境交易，制定跨境交易配套制度，支

持国际自愿减排机制下符合条件的减排项目业主和国内减排量需求方在深圳开

展交易。（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30.强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碳市场合作。加强深圳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

交流，吸引国内资金投向“一带一路”地区优质减排项目，探索“一带一路”国家减



排项目引入国内碳市场。[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

转移中心（深圳）、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十）辅助碳中和前瞻布局

31.探索扩大碳市场温室气体种类覆盖范围。探索将碳市场温室气体覆盖范

围扩大至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结合深圳产业实际，研究重点排放单位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核算方法，分行业组织开展排放核算，研究建立相关

温室气体活动水平数据统计及报送制度等。（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32．探索碳市场与其他环境权益市场协同发展。深化碳市场与用能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等其他环境权益市场融合发展的研究。聚焦发展空间与发展质量，探

索碳交易与用能权交易互补互联。统筹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管

理，探索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管理制度。（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生

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指导

按照系统谋划、分工协作、稳步推进的原则，统筹推进碳交易市场发展建设

工作。切实发挥主管部门统筹推动的作用，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和资源共享，

细化任务分工，凝聚各方合力，支持深圳碳交易市场发展工作的开展。

（二）强化资金扶持

加大市政府部门预算对碳市场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申请政府配额拍卖收益

资金用于支持碳交易市场建设和企业节能降碳重点项目开展，切实保障深圳碳市

场工作的有效开展。设立碳排放交易基金，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鼓励

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碳市场发展建设。



（三）加强监督管理

建立碳市场定期评估机制，评估碳市场运行成效和交易等情况，并及时根据

评估结果对市场机制或交易规则进行调整。建立完善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信息披

露制度，鼓励重点排放单位自行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搭建碳排放信息披露平台，

鼓励上市公司开展 ESG信息披露工作，为社会监督市场公平公开性、提升市场

透明度提供基础。

（四）加强能力建设

依托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深圳）中心，针对重点排放单位、投资者及核查

机构等持续开展碳达峰、碳市场相关培训和能力建设工作，全面提升社会对碳市

场激励减碳作用的认识和理解。鼓励和引导市内碳市场专业支撑机构、专业院校

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入合作，加强碳排放监测核算、碳减排技术研发、生态系统

碳汇等基础理论、方法研究。

（五）加强宣传引导

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开展碳交易和碳普惠体系的原理、规则、相关政策措施、

进展成效的宣贯活动。充分利用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国际低

碳城论坛等重要时间节点及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内容，在全社会营造绿色低碳发

展的浓厚氛围，鼓励国有企业、重点单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绿色低碳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