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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气候〔2025〕112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大型活动

碳中和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以及生态环境部《大型活

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等有关要求，助力本市演出、赛事、

会议、展览等领域大型活动的碳中和工作，我局制定了《上海市

大型活动碳中和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参照执

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7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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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型活动碳中和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适用范围）本指引适用于指导本市各类大型活动

的碳中和工作。其他活动鼓励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二条（大型活动定义）本指引所称大型活动，是指本市

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大型演出、赛事、会议、展览以及其他大型活

动。

大型演出：指现场参加人数（含演职人员、观众及其他参与

者）五千人及以上的演出活动。

大型赛事：指现场参加人数（含参赛人员、观众及其他参与

者）五千人及以上的综合性或单项体育赛事。

大型会议：指现场参会人数（含分会场、分论坛，不含线上）

四百人及以上的会议。

大型展览：指现场参加人数一万人次及以上或展览面积五千

平方米及以上的展览。

其他大型活动：指除上述活动以外的其他大型活动。

第三条（大型活动碳中和定义）本指引所称大型活动碳中

和，是指大型活动在优先实施减排的基础上，针对受技术和经济

等因素限制难以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购买或接受捐赠的

方式获取碳配额或其他碳减排量，从而抵销其排放量的行为。用

于抵销的碳配额或其他碳减排量大于等于大型活动实际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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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时，即界定为该大型活动实现了碳中和。

第四条（总体要求）鼓励举办大型活动的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简称“举办单位”）以及场馆单位、

服务单位和参与方等主体按照本指引对大型活动实施碳中和，并

主动公开相关信息。鼓励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举办的

大型活动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率先主动开展碳中和并列支相

关预算。

第五条（责任主体）举办单位是大型活动碳中和的责任主

体。举办单位可自行开展或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碳中和工

作。

第六条（管理支持）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以

下简称“市减污降碳中心”）为本市大型活动碳中和管理工作

提供支持，开展平台运行管理、碳中和项目指导协调等工作。

第七条（管理平台）依托“一网通办”等公共信息平台，以

城市数字化转型工具为服务载体，建立本市大型活动碳中和管理

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提供文件公开、数据填报、附件

上传、报告生成、抵销对接、证书或声明发布、汇总分析等服务

功能，并通过标准化模板、移动端适配等方式，提升用户便捷性。

第二章 实施流程

第八条（实施内容）举办单位实施大型活动碳中和的流程和

内容包括制定碳中和实施计划、实施碳减排行动、开展碳排放核

算及系统填报、推动碳排放抵销、发布碳中和证书或自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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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碳中和实施计划）在大型活动筹备阶段，举办单

位可在管理平台中填报碳中和实施计划，包括活动基本情况（名

称、时间、地点、内容等）、减排措施、预估排放量、抵销方式、

预期实现碳中和时间等。

第十条（碳减排行动）在大型活动筹备及举办阶段，举办

单位、场馆单位、服务单位和参与方等主体应根据碳中和实施

计划，坚持节约优先、低碳环保的理念，从场地、交通、住宿、

餐饮、耗材等方面开展碳减排行动。

活动筹备阶段，应优先选择绿色出行便于到达的场地，选择

绿色低碳场馆，使用低碳能源，采用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更低的耗

材或活动组织方式，运用低碳环保的信息化等手段进行宣传推广

等。

活动举办阶段，应采取适当奖励措施鼓励引导活动参与方选

择绿色出行等措施，提供机场车站接驳服务，减少一次性餐具，

应用低碳环保技术等。

活动收尾阶段，应妥善处理活动产生废弃物，尽可能实现资

源化利用等。

第十一条（碳排放核算及系统填报）举办单位或其委托的

技术服务机构应收集活动筹备、举办、收尾过程中的各类能源消

耗、出行、住宿、物资采购与消耗等数据，确保数据可追溯、可

核查，并利用管理平台开展信息填报（包括数据及相关说明）和

附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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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应至少包括举办阶段的排放量，鼓励包

括筹备阶段和收尾阶段的排放量。核算范围应至少包括实施指南

规定的基本范围，鼓励包括拓展范围。活动水平相关参数和排放

因子优先采用实测值，其次采用管理平台提供的缺省值。

管理平台基于填报内容生成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报告，包含

基本情况、减排情况、核算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及所需抵销量

等。

第十二条（碳排放抵销）为抵销大型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举办单位或其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应通过购买或接受捐

赠的方式，获取碳配额或其他碳减排量，以实现碳中和。

抵销基本范围的排放量，可称为基本碳中和；抵销全部范围

（包括基本及拓展范围）的排放量，可称为全口径碳中和。

举办单位或其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可选择以下抵销方式进

行碳中和：

（一）全国或本市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配额。

（二）本市产生的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三）本市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四）经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碳减排量。

鼓励采用高质量的碳抵销方式和项目来源。已使用的碳配额

或碳减排量应在相应的注册登记机构注销，并提供注销证明。

鼓励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各类主体将碳配额或碳减排量用于

支持大型活动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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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碳中和的完成时间原则上不晚于大型活动结束后

一年内。

第十三条（碳中和结果发布形式）本市大型活动碳中和结

果的发布形式包括碳中和自我声明和碳中和证书两种。

第十四条（碳中和自我声明）举办单位在完成本指引第十

至十二条的基础上，可在管理平台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自我声

明，并注明基本或全口径碳中和。

第十五条（碳中和证书）举办单位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在对

减排措施、核算过程、抵销量注销证明等内容进行客观评价，确

认符合本指引及本市实施指南要求后，可向举办单位颁发符合本

市实施指南要求的大型活动碳中和证书，并注明基本或全口径碳

中和，同时应将证书在本市管理平台发布。管理平台将根据核算

范围、抵销项目质量、材料支撑度等，选取高质量碳中和证书，

在平台予以展示。

第三章 监督、激励和管理

第十六条（举办单位责任）举办单位应保存相关数据、附

件材料、实施报告、抵销量注销证明等文件，并对信息真实性负

责。发现有弄虚作假等情况的，管理平台撤销其自我声明或碳中

和证书，并发布公告。

第十七条（技术服务机构责任）技术服务机构应具备与其

承担业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技术能力和技术人员，建立业务质

量管理制度，独立、客观、公正开展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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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机构应对其出具的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报告或颁

发的碳中和证书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使用虚假的数据资料或实施

其他弄虚作假行为，报告不得存在重大缺陷或遗漏，不得泄露在

服务过程中掌握的相关信息、数据。

发现技术服务机构违反前款规定的，管理平台撤销其出具的

实施报告或颁发的碳中和证书，并发布公告。

第十八条（公众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对本市大型活动碳中和

体系建设及大型活动碳中和参与主体的碳中和过程进行监督。

第十九条（激励措施）推动大型活动碳中和相关信息在金

融、信用等领域应用，对开展高质量碳中和并在管理平台发布

碳中和证书的大型活动举办单位在政策支持、信用评价、金融支

持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基于大型活动碳中和

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领域发展的引导和

支持作用。

第四章 其他说明

第二十条（文件更新）大型活动举办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

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版本有更新的，

应按照最新要求执行。

第二十一条（其他）本指引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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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0 日印发


		2025-07-10T17:24:12+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