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修订版）》2 点解读 

 

 

3月 15日，生态环境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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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强化数据质量监督管理，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工

作，一同发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修订版）》

（以下简称“新指南”），并要求发电企业 4月份开始执行。 

 

 

1.总体不变 补丁增多 

 

与 2021 年 3月 29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旧指南”相比，“新指南”的总体结构

没有发生变化，其中新旧指南正文均为 13个部分，所有的标题都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 

在具体内容上，这五个部分基本没有变化：“1 适用范围”、“4 工作程序和内

容”、“8 排放量计算”、“10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12 定期报告要求”； 

 

这五部分都有小幅度变化：“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5 核

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7 购入电力核算排放量要求”、“13 信息公开要求”。

主要是增加了一些补丁以及小的修订，如增补了一些引用文件和两个术语定义，

补充了核算边界示意图，增加了咨询服务机构信息和企业履约情况信息公开的要

求等以及电网排放因子的变化； 

 

附录部分：删除了旧指南的计算公式部分，将计算公式全部融入新指南的正文中，

并增加了质量控制计划模板。 

 

补丁均集中于：“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9 生产数据核算要求”以及

“数据质量管理要求”这三个部分。 

 



 



2.三大重点 防止造假 

 

新指南修订的三大重点领域：燃煤排放量核算参数数据来源、配额核算所需的

生产数据来源以及企业对于数据证据链的管理。 

 

目的也很明确，以“打假”为目标，直指此前数据造假的“重灾区”。 

 

元素碳检测是此前造假的最关键的因子。 

 

对于煤质化验，除了原先对于元素碳、低位发热值的检测要求之外，新指南明确

提出了要检测元素碳含量、低位发热量、氢含量、全硫、水分等参数检测结果，

并在检测报告中体现。 

将氢含量、全硫、水分等作为交叉核对的因子。以每日入炉煤量作为元素碳检测

的权重加权检测或计算，这弥补了旧指南中对于元素碳检测的一个重大的

“bug”，就是对于每个月混合样的煤样比例没有规定，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机

构或企业钻空子的机会。 

新指南中明确了厂用电的范围、供热量中扣除回水热量以及增加蒸汽、热水温度、

压力数据的取值优先序，有利于供电量、供热量、供热比核算的标准化，减少了

人为了数据“处理”空间。 

此外，细化了供电煤耗、供热煤耗的算法，避免了一些很多供热煤耗小于 34.12

克标煤的异常数据的出现，更有利于对于整个发电机组数据的校验。 

新指南还对企业数据质量管理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尤其是对检测机构/实验

室检测过程相关过程证据文件保存的要求，如样品送检记录、快递单据、检测机

构委托协议、支付凭证等，其实就是要求企业保存并提供一整套的数据证据链，

避免数据造假。 

此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强样品自动采集与分析技术应用， 采取创新技术手

段， 加强原始数据防篡改管理，也将会催生一些新的商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