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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甲烷排放控制，根据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印发的《甲烷排放控

制行动方案》（环气候〔2023〕67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

进，处理好减排和发展、安全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夯实基础能力

为关键，以高效利用、技术创新、协同控制为手段，加快形成甲烷排放监管体系，推进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有力有序有效控制甲烷排放。

　　到2025年，甲烷排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管

等基础能力有效提升，甲烷资源化利用和排放控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和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持续提升，污水处理甲烷回收利用水平持续提升。种植业、养殖

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放强度稳中有降。

　　到2030年，甲烷排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

管等基础能力明显提升，甲烷排放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有效提高，甲烷排放持续稳步下降。全

省废弃物处理往资源化、减量化方向持续推进。种植业、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放强度进一

步降低。能源领域甲烷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二、重点任务

　　（一）固废填埋甲烷减排行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生活垃圾填埋场设置导气收集设施，对填埋气体进行无害化处理。鼓励采取库容腾退、

生态修复等措施有序推动填埋场封场整治。到2025年，珠三角地区实现垃圾“零填埋”，粤东

西北地区垃圾焚烧占比达65%以上，全省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60%。（省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废水处理甲烷减排行动。全面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推进污水资源化利

用和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开展高甲烷排放行业企业甲烷回收利用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先进

适用技术和成果。鼓励有条件的污水处理项目采用污泥厌氧消化等方式，并加强沼气回收利

用。到2025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5%以上，其他城市达到90%以上。

（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三）种植业甲烷减排行动。强化稻田水分管理，推广稻田节水灌溉技术。鼓励试点改进

稻田施肥管理，推广缓控释肥、有机肥替代化肥、秸秆炭化还田、秸秆基质还田、秸秆腐熟还



田等技术。选育推广高产、优质、低碳水稻品种，示范好氧耕作等关键技术，创建示范项目和

工程。推广绿色高效种养模式，开展水旱轮作试验示范，集成示范全过程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畜禽养殖减排行动。以畜禽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推广工业化生产的集约化养殖模

式，推广低蛋白日粮、全株青贮等技术和高产低排放畜禽品种，降低单位畜禽产品肠道甲烷排

放强度。改进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推广粪污密闭处理、气体收集利用或处理等技术，建立

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实施畜禽粪污养分平衡管理，提高畜禽粪污处理水平，减少畜禽粪污排

放甲烷等温室气体。到2025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30年达到85%以上。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农业碳汇提升行动。推广有机肥施用、秸秆科学还田、绿肥种植、粮豆轮作、有机

无机肥配施等技术，构建用地养地结合的培肥固碳模式。将农田整治提升作为重点事项，推进

退化耕地治理，提高土壤肥力，提升固碳潜力。持续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

化和基料化利用，发挥好秸秆直接还田耕地保育固碳和种养结合功能。推广秸秆还田后的水

分、氮肥优化管理等科学技术措施，提高土壤固碳能力。到2025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

在86%以上。（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发展农村沼气，鼓励有条件地区建设规模化沼气工程，推进

沼气集中供气供热、发电上网，开展生物天然气车用或并入燃气管网等替代化石能源的试点示

范。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打捆直燃、热解炭气联产等技术，配套清洁炉具和生物质锅炉，推

广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灯、太阳房，利用农业设施棚顶、鱼塘等发展光伏农业，助力农村地

区清洁用能。（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油气系统甲烷减排行动。促进油气田放空甲烷排放管控，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开展伴

生气与放空气回收利用，不能回收或难以回收的，应经燃烧后放空。完善油气领域泄漏检测与

修复技术规范体系，推动全产业链泄漏检测与修复常态化应用。加强管线先进维检修技术、设

备的研究与应用，有效提升甲烷泄漏控制能力。全面强化无组织排放控制，减少施工和使用过

程中甲烷逸散排放。科学规划设计新建油气作业项目，在确保生产安全的基础上，努力逐步减

少常规火炬燃放。到2025年，油气行业单位油气当量甲烷排放强度下降40%以上，油气放空气回

收利用率达到50%以上。（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市场

监管局、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污染物与甲烷协同控制行动。制定重点领域污染物与甲烷协同控制技术指南,构建污

染物减排与甲烷排放控制一体推进的治理体系。加强挥发性有机物与甲烷协同控制，妥善处置

工业生产产生的含甲烷可燃性气体。推进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物与甲烷协同控制。鼓励对废水



有机物含量高、可生化性较好的行业依法依规与城镇污水处理厂协商水污染物纳管浓度。推动

机动车船动力系统技术提升，实现污染物与甲烷协同控制。到2025年，污染治理与甲烷排放协

同控制能力明显提升。（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

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监测体系建设行动。探索开展甲烷排放监测试点，在重点领域推广甲烷排放源监

测，建设农田甲烷排放试验监测站。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下，逐步建立地面监测、无人

机和卫星遥感等天空地一体化的甲烷监测体系。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推动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综合管理系统建设，建立重点行业企业甲烷排放核算和报告制度，推进甲烷排放因

子本地化，逐步实现甲烷排放常态化核算，促进跨部门数据共享。探索开展大气甲烷浓度反演

排放量模式等研究，加强反演数据对核算数据的校核。（省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农业农

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科技创新支撑行动。加大科技研发支持力度，持续开展资源化利用、高产低排放育

种、监测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发布各领域甲烷减排技术目录，形成一批综合性技术解决方

案。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甲烷排放控制装备和技术集成化和产业化，部署建设一批国家重点研发

创新项目和重大工程。全面落实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等标

准，鼓励大型企业开展甲烷减排，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生态环境厅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标准体系建设行动。开展甲烷排放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适时提升油气甲烷泄漏

排放标准，制订水稻、畜禽养殖及废物资源化利用甲烷排放控制技术规范，制修订甲烷排放监

测、核算、报告、核查等技术规范，完善甲烷利用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方法，及时更新缺

省排放因子。开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减少甲烷排放的方法学。（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经济激励政策创新行动。推进具有甲烷减排效益的项目纳入EOD项目库。探索研究

水稻种植和畜禽养殖甲烷减排奖补政策。探索将甲烷纳入广东碳市场或碳普惠等市场机制，支

持符合条件的甲烷利用和减排项目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鼓励甲烷排放控制工程项目开

展气候投融资。（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加强统筹协调和

调度指导，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用，督促企业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生态环境厅、住房

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甲烷减排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省与市县政策的纵向协同和财政

政策与相关体系的横向协同，形成政策与资金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重点举措落地见效。生态

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行动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调度分析，定期调度落实甲烷排放控制目

标任务。（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

厅、农业农村厅、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

在甲烷控制政策、技术、标准体系、甲烷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以及减排技术创新等方

面加强交流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

厅、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宣传引导。开展对甲烷排放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建立以及污染物与甲

烷控制的相关培训。充分利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拓宽宣传渠道，加强对甲烷排放控制的

气候、经济、环境和安全效益的宣传，开展甲烷减排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做法宣传。（省发展

改革委、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广东省甲烷重大项目专栏

附件

广东省甲烷重点项目专栏

专栏1固废填埋甲烷减排行动实施要点

1．珠三角地区的江门市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阳江、河源、清远、云浮市等焚烧能力占比较

低的地市，要加快谋划和推进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提升焚烧处理能力。

2．对于有富余焚烧能力的地区，鼓励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存量垃圾筛分治理工作，腾退填埋

场库容。

3．鼓励通过联合重整方式实现垃圾填埋气柔性制备绿色氢气/甲醇，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减

少甲烷排放。支持广州市垃圾填埋气联合重整柔性制备绿色氢气/甲醇关键技术示范项目。

专栏2 废水处理甲烷减排行动实施要点

1．推进污泥源头减量和末端无害化处置，推行“深度脱水+焚烧掺烧”技术路线，按“集中

+分散”模式建设污泥处理处置设施。鼓励引导污泥干化减量，鼓励与燃煤电厂协同处理、与

城市固废协同资源化利用。支持推进佛山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掺烧）项目、东莞市污泥焚烧

处置设施等项目建设。



2．鼓励食品饮料、造纸等行业和园区开展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甲烷回收利用试点示范项目。

专栏3 种植业甲烷减排行动实施要点

1．开展华南双季稻节水减排与绿色高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根据粤、东、西、北和珠

三角稻作区的气候生态环境和耕作模式（直播、抛秧、机插秧等）特点以及各地稻米产业的

品种需求，筛选适用于直播和机插秧等耕作模式的低甲烷排放、节水耐旱和优质高产品种4-6

个。通过节水灌溉、水肥耦合高效运筹技术和秸秆好氧还田耕作等关键技术的创新集成低碳

高产综合技术模式2-3套，建立低碳高产综合技术示范基地2000亩，技术示范推广50000亩

次，培训农技人员600人次以上。

2．开展农业水旱轮作碳减排及耕地固碳增汇试验示范项目。从土壤灌溉优化管理、低碳减排

栽培技术模式构建、耕地固碳增汇等技术研究形成不同水旱轮作模式下的协同控制甲烷和氧

化亚氮排放的肥料运筹和栽培管理技术，开展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3．推广集成示范全过程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采用无人拖拉机耕田，无人平地机整地，无

人插秧机和无人直播机播种，无人收割机收获，机械烘干的现代化种田模式，进行耕、种、

管、收及加工，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专栏4 畜禽养殖减排行动实施要点

1．鼓励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指导规模养殖场制定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计划，推动建立畜禽粪污

处理和粪肥利用台账。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研发，支持养殖场户建设畜

禽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积极推广全量收集利用畜禽粪污、全量机械化施用等经济高效的粪

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支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气体收集利用工程及协同控制示范项目建

设。

2．开展畜禽养殖甲烷排放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开发微量高效的甲烷减排高效饲料添加

剂，研究制定畜禽生产过程中甲烷排放核算标准，开展畜禽甲烷减排评估工作，建立科学有

效的畜禽养殖全过程甲烷排放控制方案，开展试点示范工作，进行新技术示范推广。

专栏5 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实施要点

1．开展基于秸秆低碳高值利用的稻田固碳减排产业链技术集成与示范，创建基于植物成型的

生物炭碳足迹计量方法，制定秸秆低碳利用技术标准/规程1-2个，建立相应的试验示范区1-2

个，合计面积500亩-1000亩。

2．开展水稻秸秆低碳利用技术示范项目，基于还田方式、水分管理和养分管理集成并构建水

稻秸秆低碳利用综合技术。建设典型示范区3个，示范面积500亩以上，评估示范技术对甲烷

排放、有机碳、产量等的影响，形成可推广的技术模式。

3．开展零甲烷排放的固碳型秸秆基快递包装材料及应用示范，建成可消纳1万亩农田秸秆的

示范基地，建成千吨级秸秆基复合材料及易回收循环利用快递箱加工生产示范线。

专栏6 监测体系建设行动实施要点

1．开展甲烷监测技术试点项目，以深圳市为试点，构建环境条件的垃圾填埋场甲烷浓度监测

和排放反演方法，建立全面、高准确度的城市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清单，全面了解城市的垃

圾填埋场排放规模和分布，并进一步推广至其他重点行业和区域（如工业园区、港口码头

等）的甲烷浓度监测及排放反演，以提升对不同行业和区域的甲烷排放源的认知水平。通过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系统梳理整个城市的甲烷排放情况，为甲烷控排行动提供数据支

撑。



2．开展省稻田甲烷监测技术试点示范项目，围绕我省主要稻田种植区域，采用原位监测耦合

大尺度气象数据，建设1个广东省稻田甲烷原位监测体系，全面系统监测稻田生态系统甲烷碳

排放，结合实地监测数据和模型预测，评估广东省典型稻田甲烷减排固碳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