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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加大了对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视程度，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同时明确了碳排放

控制目标，这种情况下，需要强化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有效性衔接，以便对碳排放现状进行科学评价，并对碳排放

量进行科学性控制，保障碳排控制政策的有效性落实和执行，实现源头控制。论文主要对新时期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进行相关思考，从而确保环评制度在碳达峰、碳中和事业中发挥价值作用。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 strategy, and put it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clear the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target, in this case,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scientific	control	of	carbon	emissions,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alize source control. This paper mainly considers the carbon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plays a valuable role in the cause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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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明确双碳目标后，中国加速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碳排

放量比较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影响，导致当前还没有形成

系统完善的双碳政策体系，双碳目标实现路径难以进行科学

性论证，难以进行有效的末端治理。所以，要加大碳评价制

度的规范化，并积极立法，以便为碳排放评价政策的贯彻落

实奠定良好的基础。其中温室气体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导致地球变暖，非常不利于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把碳排放控制纳入到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中，促进环境保护效果。

2 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关系分析
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之间存在很多方面的共性：①目

标共性。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是对规划、建设项目投入运行后

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进行综合性分析、预测和评价，并以此

为依据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从而有效控制项目工程对环境

的不利影响，并且还可以形成跟踪监测机制，以便对环境进

行实时保护；低碳发展往往需要利用科学技术对温室气体排

放量进行有效性控制，以便减少全球气候变化。由此可见，

两者在目标上存在共性。②排放源共性，化石燃料在燃烧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烟粉尘等，是环境污染的主要

来源；此外，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 [1]。③控制手段共性，在具体控制

中，两者都能够利用提高能源水平、优化能源结构的方式进

行控制，能够实现两者的协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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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的必要性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主要是对拟建、扩建项目可能引起的

环境影响后果进行评价，以便展开针对性的环保措施，减少

环境污染，保障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把低碳发展理念融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能够拓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层次，如能

源活动排放、生产过程排放，以便对碳排放情况进行综合性

分析，从而科学评价碳减排潜力，这是从源头上控制温室气

体的重要措施。由此可见，实现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的有效性衔接，可以促进碳减排措施的科学性，并通过优化

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费量等方式对碳排放量进行控制，促

进各个领域的低碳发展，为社会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

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3.1 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纳入环评中，能够科学引导碳排放量较低的行业，

为其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使其能够优先发展，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限制碳排放高的行业，为国家产业结构调

整创建良好条件；通过项目环评工作的开展，还可以帮助企

业筛选出碳排放量较少的项目，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能

源消耗，构建低碳经济体系。

3.2 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开展规划环评，可以系统分析碳排放量，并从总体上优

化能源结构，保障相关能源项目的顺利进行。建设项目环评

工作的开展，能够对其碳排放量进行全面性分析，并采取科

学方法进行精准计算，以便做好预测工作，为国家节能减排

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促进能源结构的持续性优

化调整。

3.3 强化环境保护效果
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只要有效控制碳排放量，才能进一

步强化环境保护效果。环评制度可以进一步优化环境保护工

作，并助力宏观调控，其中规划环评更是处于决策链的前

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把环境保护思想渗透到规划环评工作

的全过程，以便能够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量，从而强化环境

保护效果。规划环评工作的开展能够进一步减少碳排放量，

并对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在这一层面上来看，环评与碳

排放控制的方针存在一定的统一性。

4 碳排放与环境影响评价协调发展的可行性
分析
4.1 其他国家已经做出尝试，对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将碳排放纳入环评，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而且越

来越多的国家进行了相关尝试。中国对其他国家优秀的经验

进行借鉴和分析，促进了碳排放管理的效果的提升。此外，

中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规范进行参考和分析，从而形成

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碳排放体系。

4.2 气候变化因素在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已有实践运用
现阶段，环评工作已经融入了部分项目中，并对气候变

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3]。中国充分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的严峻形势，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时各个部门各地

区出台了相关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提出了利用规划环评、

项目环节的方式，以便确保煤炭消费削减替代方案的落实，

并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政策要求，为两者的融合提供科学

指导依据。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领域把碳排放引入了环评

中，为环评工作的有效性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证明，

在环评中纳入碳排放具有重要的可行性，发展前景广阔。

4.3 技术水平日益先进，为碳排放纳入环评做好了铺垫
将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持。当

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化的测算技

术、互联网云计算技术等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碳排放

测算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有效应用这些

技术，完善评价体系，以便保障碳排放测算结果的精准性。当

前，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而且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为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5 环境影响评价中碳排放评价过程
5.1 现状调查

为了对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有效性落实，需要

对新建、扩建项目的碳排放现状展开全面性调查，并对相关

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中包含碳排放情况、碳排放量、碳排

放强度等内容，同时还需要对现有项目进行认真分析，并结

合可行性报告、设计资料等展开综合性调查，以便对能源类型、

消费量、二氧化碳排放工业生产过程、工业增加值等进行精

准掌握。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项目碳排放强度参数进行提取，

并与同行业数据展开对比分析，同时还需要确定碳排放核算

边界、排放因子等，其中核算边界包含组织边界、运营边界、

核算基准年等，在此基础上对碳排放水平进行明确。

5.2 碳排放源识别
在确定降碳措施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时，需要对碳排放

影响因素和排放源进行精准识别，项目二氧化碳产排节点设

置过程中，需要对碳排放源、温室气体类型进行精准识别 [4]。

其中主要的排放源类型包含直接排放源、间接排放源、逸散

排放源。碳排放因子识别角度包含能源活动排放、生产过程

排放等。其中主要的识别内容包含规划和建设项目碳排放情

况分析、碳排放现状调查和预测评价、碳减排潜力分析等。

在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确定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

求，对温室气体的具体类型进行明确，其中包含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亚氮、六氟化硫等。其中具体如表 1 所示。

5.3 碳排放量测算
碳排放量核算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关键性前提。在项目运行

过程中，需要编制碳排放核查报告，并对碳排放量进行精准

核算；针对拟建项目，需要从而环评阶段开始分析项目实施

可能引起的碳排放形式，对可能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科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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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便相关部门对碳排放总量进行分配调剂。在碳排放量

核算过程中，需要利用现有的项目数据，并结合项目可行性

报告、设计资料、建设技术材料等基础资料，并使用标准化

的公式进行计算。在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中，要对各种数据

的获取方法、来源、时间等进行明确，从而确保相关资料数

据的可查性，这样可以方便在后期进行核实与查证。

5.4 预测评价
在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过程中，需要对建设项

目的碳排放量进行科学预测和估算，同时需要结合相关规范

要求，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其中中国碳排放评价指标涉及：

碳排放总量、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排放，同时编制科学的碳排放核查报告，

并对项目实施后的碳排放量、排放形式展开精准预测，并结

合项目特点、关键经济指标等，科学计算建设项目碳排放强

度，为碳排放控制措施的提出提供参考。同时需要科学评价

碳排放水平，尤其是针对改扩建、搬迁项目，加大对项目碳

排放潜力的开发力度，从而科学分析项目运行后的碳排放强

度下降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下降率等。此外还需要优化控

制治理存量，科学控制碳排放新增量，从而降低高能耗、高

排放项目的开发数量，实现产能置换，合理治理碳存量，保

障增气减煤策略的同步实施，并对清洁能源进行优化应用，

真正提升电动化、清洁化水平 [5]。

5.5 减碳措施

5.5.1 源头控制
实现项目能源结构的持续性优化，改进生产工艺，控制

生产过程，大力使用清洁能源，回收利用余热余能，并对碳

减排潜力进行全面挖掘。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制定科学合理的产能置换方案，从而防止出现产能过剩现

象，同时也要控制新增产能过剩企业；要对煤炭消费增量控

制合理范围内，针对新建煤耗项目，要结合相关要求制定针

对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或者等量措施；要对现代化先进技术进

行优化应用，以便提高煤炭利用率，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利用

力度，如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同时对清洁性的化石能源

进行科学应用，这样才能从而源头上控制碳排放量。

5.5.2 过程控制
在新建、扩建工程项目中，需要对现代化的生产工艺、

装备等进行合理应用，以便对物耗、水耗、能耗等进行有效

控制，使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这样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降低环境污染，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要对清洁生产技术进

行优化应用，促进能源利用率，减少电力、热力的消耗量，

以便有效控制碳排放量。同时需要引进能源回收循环利用技

术，如果项目余热、余压、可燃气体等进行回收利用，实现

污染物的资源化处理，这样可以减少原材料投入量，减少废

物的产量，降低污染排放。

5.5.3 末端控制
优化污染物、碳排放协调控制方案，并选择合适的控制

方法，以便对碳排放量进行有效性控制；要对物理固碳技术、

生物固碳技术进行优化应用，从而控制碳排放量；要对钢铁、

火电企业进行科学的控碳策略，如完善的碳捕获、利用和封

存方式，同时进行碳中和试点；要组建针对性的碳排放管理

组织，确保配套设施的完善性，编制监测报告，建立台账，

以便对相关参数进行真实记录。

6 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变暖形势日益严峻，需要加大对碳排放

量的有效性控制，优化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

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碳排放控制政策。

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把碳排放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重要

性，并对其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科学论证，同时对碳排放环

境影响评价方法进行明确，全面分析环评具体过程，提出针

对性的降碳措施，促进碳排放控制能力的有效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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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项目碳排放影响识别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