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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 2024 年度控排企业配额计算方法

一、配额分配方法计算公式

（一）基准线法

1．控排企业

企业配额=产量×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

2．新建项目企业

配额=设计产能×基准值

（二）历史强度法

1．控排企业

企业配额=产量×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年度下降系数

2．新建项目企业

配额=∑（预计各能源品种的年综合消费量×各能源品种相应

的碳排放折算系数）

新建项目企业折算碳排放的各能源品种取值范围与控排企

业一致。

（三）历史排放法

1．控排企业

企业配额=历史平均碳排放量×年度下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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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项目企业

配额=∑（预计各能源品种的年综合消费量×各能源品种相应

的碳排放折算系数）

新建项目企业折算碳排放的各能源品种取值范围与控排企

业一致。

二、石化行业

石化企业配额为煤制氢装置配额与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

程配额之和，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不再发放配额。其中，煤

制氢装置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采

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配额=煤制氢装置配额+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配额

（一）煤制氢装置

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如下：

煤制氢装置配额=装置产出氢气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

氢气产量×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年单位氢气

产量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其碳排放量包括煤制氢装置产生的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工艺过程直接排放及净外购电力和热力所导

致的间接排放，单位 gCO2/t；

年度下降系数：0.98。

若用于计算配额的某年度碳强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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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调整申请。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将对

该年度的碳强度进行重新测算以符合企业生产实际。重新测算后

碳强度在后续年度的配额管理中将不再进行调整。

（二）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

对于石化企业的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采用历史排放法

分配配额。计算公式为：

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配额=历史平均碳排放量×年度下

降系数

其中：

历史平均碳排放量：取企业 2021～2023年正常年份的平均

碳排放量，包括燃料燃烧直接排放、工艺过程直接排放及净外购

电力和热力所导致的间接排放，不包括煤制氢装置和纳入全国碳

市场自备电厂涉及的排放；

年度下降系数：0.98。

若企业在 2024年度的配额中，采用历史排放法的部分涉及

2023年、2024年度新建转控排项目，该部分配额由原有生产线配

额、2023年新建转控排项目配额及 2024年新建转控排项目配额

构成，计算方法如下表：

序号 类别
配额分配历史排放量基数/吨 2024年度配额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各类型项目配额/吨 合计/吨

1
2023年度

新建转控

排项目

/
A1（2022
年度排放

量）

A2（2023
年度排放

量）

D1=（A1+A2）/2×年
度下降系数 配额

=D1+D2+D3

2 2024年度

新建转控
/ / B1（2023

年度排放

D2=B1×年度下降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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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配额分配历史排放量基数/吨 2024年度配额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各类型项目配额/吨 合计/吨
排项目 量）

3

控排企业

原有生产

线（不含1、
2）

C1（履约

排放量

+X）

C2（履约排

放量）

C3（履约排

放量-A2）

D3=（C1+C2+C3）/3×
年度下降系数

备注：

1、A1为 2023年度新建转控排项目 2022年度的排放量，根据 2022年度该项目正常生

产月份数据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

2、B1为 2024年度新建转控排项目 2023年度的排放量，根据 2023年度该项目正常生

产月份数据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

3、X为 2022年度新建转控排项目 2021年度的排放量，根据 2021年度该项目正常生

产月份数据折算成一年的排放量；

4、正常生产月份为每月生产超过 15天的月份；

5、此部分适用于其他装置工序及配套工程边界新建项目配额计算，因此履约排放量应

扣减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煤制氢装置排放量。

三、造纸行业

造纸行业企业分为普通和特殊两大类：普通造纸和纸制品生

产企业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特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有

化学纸浆制造的企业、低定量高强瓦楞芯纸生产比例高于 40%的

企业、印刷用书写纸生产比例高于 40%的企业采用历史强度法分

配配额。仅有纸制品制造（后加工）的企业不纳入配额管理。

（一）使用基准线法的企业

企业配额=机制纸和纸板制造配额+纸制品制造配额=（机制

纸和纸板产量×基准值+纸制品产量×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各造纸工序基准值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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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产品类别
基准值

（tCO2/t产品）
备注（详细类别）

机制纸和

纸板制造

（不包括

化学浆）

包装用纸及纸板

原纸（未涂布）
0.746

箱纸板、瓦楞芯（原）纸、白纸板、

牛皮纸、纱管纸、灰纸板等。

包装用纸及纸板

原纸（涂布）
0.778

涂布白卡纸、涂布白板纸、涂布牛

卡纸等。

印刷用书写纸

（未涂布）
1.092

高档文化纸、文化纸、新闻纸、书

写纸、复印原纸、道林纸（胶版纸）、

冷固纸、淋膜纸原纸、防粘纸、双

胶纸、试卷纸、一体机纸等。

卫生用纸原纸 1.112 /

纸制品制

造（后加

工）

卫生用纸制品 0.051
指卫生纸、餐巾纸、纸手帕、面巾

纸、纸台布等纸制品。

一次性纸制品 2.365 卫生巾、护垫、湿巾、柔巾等、纸

尿片等。

纸板 0.291
由外购包装用纸及纸板为原料进一

步加工成纸制品。不包括企业自产

原纸后加工部分。

年度下降系数：0.98。

（二）使用历史强度法的企业

1．有化学纸浆制造的企业使用历史强度法。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企业配额=（浆产量×纸浆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机制纸

和纸板产量×机制纸和纸板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纸制品产

量×纸制品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年单位产品

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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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降系数：0.98。

2．特殊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使用历史强度法，特殊造纸和

纸制品包括（1）机制纸和纸板包括特殊包装用纸（卷烟纸、成型

纸等）、无碳复写原纸、热敏纸原纸、纸袋纸等；（2）纸制品包括

纸浆模制品、无碳复写纸、热敏纸等。

该类企业要求先确定企业的主营产品属于“机制纸和纸板”

或“纸制品”，同时涉及两个工序产品生产的，优先按机制纸和纸

板作为主营产品，再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企业配额=主营产品产量×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年度

下降系数

其中：

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年单位主营

产品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单位主营产品碳排放量为企业特殊

造纸和纸制品排放量除以主营产品产量；

年度下降系数：0.98。

（三）其他说明

1．以下类型企业按照（二）2的要求整体采用历史强度法计

算：

1）低定量高强瓦楞芯纸（克重低于 95 g/m2）生产比例高于

40%的企业，以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计算碳强度；

2）印刷用书写纸生产比例高于 40%的企业，以机制纸和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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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总产量计算碳强度。

2．对于自备电厂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造纸企业，发放造纸边界

参与配额分配碳排放量对应的配额，纳入全国碳市场自备电厂不

再发放配额。其配额分配方法如下：

1）采用基准法的企业配额=产品产量×基准值×履约系数×

年度下降系数；

2）采用历史强度法的企业配额=产品或主营产品产量×历史

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履约系数×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履约系数=（造纸边界碳排放量－来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

备电厂的电和热作为外购电和热进行计算的碳排放） / 造纸边界

碳排放量；

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年单位产品

或主营产品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加权平均值的碳排放量

为造纸边界碳排放量；

年度下降系数：0.98。

3．若用于计算配额的某年度碳强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异

常，可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调整申请。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

将对该年度的碳强度进行重新测算以符合企业生产实际。重新测

算后碳强度在后续年度的配额管理中将不再进行调整。

四、民航行业

民航行业企业根据其运输种类分为航空旅客运输企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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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以航空器运输旅客的业务同时亦可载运货物）及航空货物运

输企业（主要从事以航空器运输货物和邮件的业务）；其中，航空

旅客运输企业又分为全面服务航空企业、最简单服务航空企业及

低成本航空企业。

全面服务航空企业指在相对广泛的航线网络上经营并提供

全面服务的航空企业，通常是传统的国家承运人或主要承运人。

它所提供的全面服务包括不同等级的座舱、空中娱乐、餐饮、机

上购物店以及地面设施和头等舱旅客或常客奖励计划会员候机室

等。

最简单服务航空企业指与全面服务航空企业截然不同的、重

点以简单或有限的空中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航空运输服务的

航空企业。

低成本航空企业通常指与类似航空企业相比具有相对低的

成本结构，并且提供低票价或运价的航空企业，可以是独立的、

或一家主要承运人的分公司或子公司、或在某些情况下是一家航

空公司集团的非包机分支公司。

全面服务航空企业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其它航空企业采

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

（一）全面服务航空企业

全面服务航空企业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配额=  

n

1i
（各机型运输周转量×各机型基准值×年度下降

*改写自 ICAO《国际航空运输管理手册》（Doc 9626）第 5.1 章“航空承运人”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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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其中：

i：机型大类；

运输周转量：指企业该机型大类每年运载的旅客周转量、货

物周转量和邮件周转量之和，单位：万吨·公里；

各机型基准值分列如下：

机型大类 定义
包含的机型

（例）

包含的机型子类

（例）

基准值

（tCO2/104t·km）

宽体客机

符合《大型飞机公共航

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

格 审 定 规 则 》

（CCAR-121-R4，下

同）运行规范的双通道

客机。

B787 B787-800

9.67

A330 A330-200

A330 A330-300

B777
B777-200B
B777-200A
B777-300ER

窄体客机

符合 CCAR-121-R4运
行规范的 100座及以

上的单通道客机。

B737
B737-300
B737-700
B737-800

10.06
A319 A319-100

A320 A320-200
A320neo

A321 A321-200

B757 B757-200

支线客机

符合 CCAR-121-R4运
行规范的 100座以下

的单通道客机。

EM4 EMB145-LR
15.25

EM9 ERJ190-100LR

全货机
符合 CCAR-121-R4运
行规范的货机。

B737 B737-300F
5.06

B747 B747-400F
备注：企业未来新购买的新机型严格按照定义进行归类。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飞机机型（如 C919、ARJ21等）暂不纳入碳排放管控范围。

年度下降系数：0.98。

（二）其它航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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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配额=  

n

1i
（各机型大类运输周转量×各机型历史加权

平均碳排放强度）×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i：机型大类，分类及定义与基准线法一致；

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年单位运输

周转量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

年度下降系数：0.98。

若用于计算配额的某年度碳强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异常，

可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调整申请。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将对

该年度的碳强度进行重新测算以符合企业生产实际。重新测算后

碳强度在后续年度的配额管理中将不再进行调整。

五、陶瓷（建筑、卫生）行业

陶瓷（建筑、卫生）行业企业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计

算公式如下：

企业配额=（陶瓷砖产量×陶瓷砖生产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

强度+其他陶瓷产品产量×其他陶瓷产品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

度）×年度下降系数

其中：

陶瓷砖产量取面积，单位为万 m2；

陶瓷砖生产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

年的单位面积陶瓷砖的加权平均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万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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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陶瓷产品产量取重量，单位为 t；

其他陶瓷产品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企业 2021～2023

年的单位重量陶瓷产品的加权平均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t；

年度下降系数：0.98。

若用于计算配额的某年度碳强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异常，

可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调整申请。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将对

该年度的碳强度进行重新测算以符合企业生产实际。重新测算后

碳强度在后续年度的配额管理中将不再进行调整。

六、交通（港口）行业

港口企业排放单位为港口码头，根据不同的功能用途又分为

集装箱码头、滚装船码头、件杂货码头、干散货码头、液体散货

码头和其他码头。港口码头采用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

如下：

企业配额=港口码头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吞吐量×年

度下降系数

其中：

港口码头历史加权平均碳排放强度：取港口码头 2021～2023

年单位吞吐量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值，以吞吐量为权重，单位为

tCO2/万吨；

吞吐量：仅有以标准箱为计量单位的港口码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港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按 8吨/标准箱（不

论空、重箱）将吞吐量转为以吨计量，与其他类型码头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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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

年度下降系数：0.98。

若用于计算配额的某年度碳强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异常，

可向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调整申请。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将对

该年度的碳强度进行重新测算以符合企业生产实际。重新测算后

碳强度在后续年度的配额管理中将不再进行调整。

七、数据中心行业

数据中心行业企业采用基准线法分配配额，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配额=IT设备耗电量×数据中心行业碳排放基准值×年

度下降系数

其中：

IT设备耗电量：为报告年度数据中心计算处理设备、交换处

理设备、存储处理设备、辅助电子设备等各类电子信息设备耗电

量统计值总和，单位为MWh；

数据中心行业碳排放基准值：0.893 tCO2/IT 设备耗电量

MWh；

年度下降系数：0.98。

八、其他说明

（一）按历史排放法分配的企业，其历史碳排放量原则上取

2021～2023年经核查的正常生产年份的平均碳排放量。若当中某

一年份企业因设备检修造成碳排放量发生重大变化（与 2021～

2023年平均碳排放量相比低 20%及以上），或当中某一年份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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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天及以上导致配额被收回的，不取当年数据作为历史排放数

据。因上述原因发生 2021～2023年排放数据均不可作为计算配额

的历史排放数据时，取当年度经核查的碳排放量替代历史平均碳

排放量计算配额。

（二）按历史排放法分配的企业自主停产 180天及以上，原

则上只发放企业非停产时间的配额，停产时间的配额经核实后将

收回注销。企业应在 2024年度碳排放报告中对相关情况予以说

明。

（三）按历史强度法分配的企业，当企业既有生产线的主要

产品发生改变，首次生产与历史年份产品种类不同的新产品时，

取当年度经核查的碳强度计算配额。

（四）企业（或机组、生产线、装置）已列入国家和省淘汰

名单的，无论是否当年淘汰，配额只分配到指令淘汰当年；若企

业提前淘汰，则按规定收回相应的配额。

（五）控排企业三年内存在生产情况不明（如长期停产、债

务纠纷）或因涉法、涉诉等问题存在履约风险的，暂不予发放 2024

年度配额，企业在当年度恢复生产且经省生态环境厅核实后，再

按各行业配额计算方法进行核发。

（六）企业因经济形势变化、行业发展、政策要求等行业共

性原因造成碳排放量发生重大变化的，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上述

企业所在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门确认相关情况后，委托行业配

额技术评估小组进行分析评估，经充分论证后，再制定统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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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额调整方案。

（七）对于经核查 2024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 1万吨（不

含 1万吨）的控排企业，收回根据本方案预发的配额，不参加 2024

年度配额清缴。若控排企业连续 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低于 1万

吨，该企业将从控排企业转为报告企业。

（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自备电厂是指国家要求报告碳排放

的自备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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