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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气候〔2023〕37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全面加强全国碳市场 
数据质量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上线。根

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19 号）、《关于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1〕491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等文件要求，为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工作，强化

全国碳市场数据监督管理，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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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目的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生态环境系统碳市场数据管理相关

能力建设，建立碳市场数据质量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常

态化监管执法工作机制，切实提升数据质量。 

    二、工作内容 

（一）确认重点监管对象 

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处按照生态环境部的有关规定，逐年确定

本市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以下简称重点排

放单位）名录（2022 年度名录见附件 1），向生态环境部报告，

并向社会公开。 

（二）组织信息化存证 

重点排放单位按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年修订版）》要求，在每月结束后的 40 日内，

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元素碳含量等参数进行检测，并通

过全国碳市场一体化监管服务平台对相关台账和原始记录进行

存证。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所涉数据的原始记录和管理台账应当至

少保存 5 年，鼓励有条件的重点排放单位探索开展自动化存证。 

（三）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 

将碳市场数据质量管理纳入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与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各区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及监测等机

构对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进行常态化执法检查，督促企业落实整

改发现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处、执法处组织市环境执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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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等单位对市管重点排放单位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并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的方式对各区重点排放单位进行抽查。检查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名单的准确性；月报和支撑材料的及时性、完整性、

规范性、真实性；企业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有效性；燃料消耗量、

热值、元素碳含量等实测参数在采样、制样、送样、化验检测、

核算等环节的规范性；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有关原始材

料、煤样等保存时限是否合规；投诉举报情况；上级部门转办交

办有关问题线索的查实情况等。详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

质量技术审核工作表》《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执法监督

检查工作表》（附件 2、3）。 

（四）做好日常管理和信息报送 

各区生态环境局每季度将监管执法情况报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执法处汇总执法检查情况，于每季度后 5 天内

抄送气候处。 

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处会执法处及时分析重点排放单位数据

填报情况，跟踪各区工作完成情况，对重点问题进行监督指导，

形成季度日常监管执行情况报告，并于每季度后 15 天内向生态

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报告。 

（五）切实做好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问题整改 

市生态环境局执法处牵头负责，切实做好对生态环境部碳排

放报告质量监督帮扶发现问题的核实、处置、整改和上报工作，

加大对重点排放单位及相关机构的监管力度。坚持依法依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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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对违法违规问题，按照法定程序立案、调查取证并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按照问题性质和情节严重程度，分级分类督促整

改，将问题一盯到底，核实整改情况，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涉

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

理，并依法依规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及时将相关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上报生态环境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生态环境局成立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专班，主要领导

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气候处、执法处、环评处、监测处、

大气处、法规处、办公室、市环境执法总队、市减污降碳中心负

责同志为成员。建立碳市场排放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健

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机制，加强对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技

术服务机构、咨询机构、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 

由气候处牵头做好全国碳市场数据管理的综合协调工作，环

评处、监测处、大气处、法规处、办公室各司其职，从源头准入、

在线监测管理、大气污染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强化信息公开等

方面加强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创新管理机制探索，执法处会市环

境执法总队负责组织加强执法检查，把好最后一道关。市减污降

碳中心负责相关支撑工作。 

（二）严格落实整改 

针对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环境局在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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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报的典型案例，各区生态环境局应进一步核实并督促整

改。将被通报的重点排放单位列为日常监管的重点对象，对查实

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罚。 

（三）强化能力建设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和核查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实碳排放监督管理和执法队伍力

量。组织开展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相关能力建设，

由市生态环境局气候处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执法处落实执法相关

工作部署。推动加快健全完善企业内部碳排放管理制度，提升碳

排放数据质量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多源数据比对，识别

异常数据，增强监管针对性。 

 

附件：1. 上海市纳入 2022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 

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2.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技术审核工作表 

3.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表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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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纳入 2022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区域范围 

1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 

2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临港新片区 

3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 

4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 

5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 闵行区 

7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闵行区 

8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闵行区 

9 上海华电闵行能源有限公司 闵行区 

1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宝山区 

1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宝山区 

12 华能上海石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宝山区 

1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燃机发电厂 宝山区 

14 华能上海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宝山区 

15 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 金山区 

16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市管 

17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区 

18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化工区 

19 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奉贤区 

20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奉贤区 

21 上海华电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奉贤区 

22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崇明区 

23 上海申能崇明发电有限公司 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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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技术审核工作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排污许可证编号  

技术审核单位  审核日期  

技术审核责任人  联系方式  

机组基本情况 （燃料类型、装机容量、数量） 

工作依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 发电设施》 

国家最新文件要求等 

序号 主要参数 关注重点 

技术审核结论 

（说明审核情况，或

“是/否”） 

1 提交情况 

1.1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在每个月结束之后的 40

个自然日内提交了碳排放报告月报 
  

1.2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按要求完整上传信息化

存证资料 
 

2 基本情况 

2.1 表 1 信息是否与企业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

等资料信息一致 
 

2.2 表 2 信息是否与企业机组运行规程、排污许

可证等资料信息一致 
 

3 
化石燃料情

况 

3.1 燃料消耗量数据获取的口径，a)生产系统记

录的计量数据；b)购销存台账中的消耗量数据； 
  

3.2 燃料消耗量统计口径是否基本满足指南要

求 
 

3.3 是否上传每日/每月消耗量原始记录或台帐

（盖章扫描件） 
 

3.4 是否上传月度燃料购销存记录（盖章扫描

件） 
 

3.5 燃料相关参数，如煤种、煤炭购入量、煤炭

来源（产地、煤矿名称）是否与原始记录/台帐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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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石燃料元

素碳含量 

4.1 对于委外检测元素碳含量，是否上传存证有

资质的外部检测机构／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 
 

4.2 检测机构是否与备案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

致 
 

4.3 检测报告是否加盖 CMA 或 CNAS 章  

4.4 对于燃煤元素碳含量委外检测  

    4.4.1 检测报告项目是否包含元素碳含量、

低位发热量、氢含量、全硫、水分等参数的

检测结果 

 

    4.4.2 是否在每次样品采集之后 40个自然

日内完成该样品检测并出具报告 
 

4.5 收到基元素碳含量是否按符合指南要求的

公式和口径换算 
 

4.6 收到基元素碳含换式公式涉及全水分、内水

是否为企业每日自测值的月度加权平均值 
 

4.7 核算引用的碳空干基或碳干燥基是否与检

测报告值一致 
 

4.8 收到基元素碳含量是否按规定保留四位小

数 
 

5 
生产数据情

况 

5.1 对于发电量等生产数据，是否上传每月电量

原始台帐记录（盖章扫描件） 
 

5.2 对于发电量、供热量、运行小时、负荷出力

系数等生产数据，是否上传每月电厂技术经济报

表或生产报表（盖章扫描件） 

 

5.3 热量的单位换算是否按符合指南要求的公

式换算 
 

5.4 对于运行小时数和负荷（出力）系数，是否

提供体现计算过程的 Excel 表 
 

5.5 供热比、发电煤（气）耗、供热煤（气）耗、

发电碳排放强度、供热碳排放强度、上网电量是

否提供每月生产报表、台账记录和 Excel 计算表 

 

5.6 运行小时是否保留两位小数  

5.7 负荷（出力）系数是否保留两位小数  

6 
其它发现情

况及其说明 

 
 

7 

月度数据及

材料技术审

核发现问题

需提交现场

核实的情况 

 

 

审核责任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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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量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排污许可证编号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  

检查工作组组长  检查组组长联系方式  

检查组成员  现场检查日期  

机组基本情况 （燃料类型、装机容量、数量） 

工作依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 发电设施》 

国家最新文件要求等 

序号 主要参数 关注重点 

监督检查结论 

（说明检查情况，或

“是/否”） 

1 基本信息 

1.1 重点排放单位营业执照、电力业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等信息是否变化 
 

1.2 重点排放单位发电、供热生产设施情况是否

发生变化 
 

1.3 是否定期对计量器具、监测设备、测量仪表

等进行定期维护和校准，并记录存档 
 

2 
化石燃料情

况 

2.1 企业是否做到每月一次皮带秤实煤或循环

链码校验；或至少每季度对皮带秤进行实煤计量

比对 

  

2.2 查阅燃料消耗量原始记录或台帐，核对煤

种、煤炭购入量、煤炭来源（产地、煤矿名称）

等参数是否与系统上传电子版材料一致 

 

2.3 查阅每日/每班次燃料检测记录或煤质分析

原始记录或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否

与系统上传电子版材料一致。 

 

2.4 对于燃煤电厂，每日或每班入炉煤日综合煤

样是否留存两个月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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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石燃料元

素碳含量 

3.1 查阅检测报告原件是否与系统上传电子版

一致；检测报告是否加盖 CMA 或 CNAS 章 
 

3.2 检测委托单记录的送样名称、克重、日期等

是否与检测报告记录信息一致 
 

3.3 查阅月缩分煤样混合工作记录，确认混合质

量是否正比于入炉煤煤量 
 

3.4 月缩分煤样是否留存一年备查    

4 
购入使用电

电力情况 

查阅购入使用电力发票，发票量是否与报告购入

使用电量数值是否一致，若有差异是否合理。 
 

5 
生产数据情

况 

5.1 查阅每月发电量、上网电量等台账及其原始

记录是否与系统报告数据一致 

 
5.2 查阅每月供热量台账及其原始记录是否与

系统报告数据一致 

5.3 查阅每月电厂技术经济表或生产报表是否

与系统上传电子版一致 

5.4 查阅运行小时原始台帐及其原始记录是否

与系统报告数据一致 
 

6 
台帐资料留

存 

涉及碳排放核算的所有相关资料是否安排留存

5年以上（有无相关内部管理文档规定） 
  

7 
咨询机构情

况 

6.1 是否委托咨询机构开展碳排放报告编制、数

据质量控制等相关工作（无论是否直接付费） 
  

6.2 咨询机构名称  

6.3 咨询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8 

月度数据及

材料技术审

核发现问题

现场核实情

况 

 

 

监督检查工作组成

员（签名、日期）：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