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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的总体要求、规划与管理目标、组织与机制、实施、绩效评价和

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园区的低碳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HG/T 4190　化工企业能源审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工园区　chemical industry park

由多个相关联的化工企业构成，以发展石化和化工产业为导向、地理边界和管理主体明确、基础设

施和管理体系完整的工业区域。
[ 来源：GB/T 39217—2020,3.1,有修改 ]

3.2　

低碳运行管理　low-carbon operation management

遵循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和节约、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基础设施优化管理等措施，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运行管理模式。
3.3　

碳排放强度　carbon intensity

统计报告期内，化工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3.4　

低碳运行管理绩效　low-carbon opera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化工园区在低碳运行管理方面所取得的定量或定性的结果。

4　总体要求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符合化工园区的规模、区位、功能定位、资源禀赋、碳排放、产业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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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空间布局、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遵循低碳发展的理念，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耦合

发展，实现协同降碳；
b）

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采用过程方法，基于风险和机遇的思维，组织化工园区碳管理活动；c）
根据碳排放管理要求，加强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和协同降碳，减少碳排放总量，降

低碳排放强度；
d）

建立化工园区碳排放清单，开展化工园区碳排放核算。e）
注：碳排放源包括但不限于化工园区内燃料燃烧排放、化工生产过程排放、废弃物处理排放、净购入电力及热力排

放等。碳排放核算主要包括化工园区内生产企业、配套服务企业以及管理机构的碳排放、企业核算边界之间的

碳排放输入和输出量、化工园区公共基础设施运行的碳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化工园区碳汇量、化工园

区和企业外购碳抵销量等。

5　规划与管理目标
 

5.1　规划
 

5.1.1　化工园区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应包含低碳运行管理相关内容或独立编制低碳运行管理专项规划。
5.1.2　化工园区应根据低碳运行管理规划，结合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等，制定低碳运行管理方案。
5.1.3　低碳运行管理方案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管理目标、工作任务、实施进度、保障措施等。

5.2　管理目标
 

化工园区应建立低碳运行管理目标，包括长期、中期、年度低碳运行管理目标，并满足以下要求：
应与国家或地方低碳发展要求相适应；a）
目标可包括但不限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可再生能源使

用情况、资源节约和利用情况以及支撑保障能力等；
b）

目标可根据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结果调整。c）

6　组织与机制
 

6.1　组织机构及职责
 

化工园区应明确低碳运行管理部门，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组织制定化工园区的低碳运行管理目标、方案及相关发展规划；a）
组织开展化工园区碳排放监测、统计、核算等碳管理工作；b）
组织开展化工园区的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定期公布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信息；c）
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低碳运行智慧化管理；d）
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低碳发展的宣传、交流和培训工作；e）
组织开展企业低碳运行管理目标年度考核，监督化工园区内企业落实低碳运行管理相关政策

措施。
f）

6.2　机制
 

6.2.1　化工园区应将低碳运行管理相关内容融入现有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将企业（项目）碳排放、低碳技术应用等纳入企业（项目）准入与退出条件；a）
定期对企业碳排放、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进行动态评价；b）

公开化工园区碳排放、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等信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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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化工园区应建立健全低碳运行管理的统计报告机制，定期形成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统计报告，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督促企业完成低碳运行管理相关数据的统计上报工作，规范数据来源、提交方式和核算方法；a）
统计数据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能源消费品种和数量，可再生能源利用种类与数量，碳排放量，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情况，水资源、废物资源循环和综合利用情况，绿色建筑认证情况等；
b）

根据统计数据，编制低碳运行管理统计报告。统计报告内容见附录A。c）
6.2.3　化工园区宜建立低碳运行管理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协助企业积极向国家或地方申请节能减排等政策资金，以支持化工园区内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能源审计、技术改造等工作；
a）

表彰和奖励在能源、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企业或个人，以及在低碳运行

管理绩效水平处于化工园区前列的企业；
b）

引导企业制定低碳运行管理相关的企业标准，参与节能低碳循环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

方标准的制修订。
c）

7　实施
 

7.1　产业结构优化
 

化工园区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行业规范条件等，结合低碳运行管理目标，优化产业结构。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引入与化工园区主导产业相近或可形成相关产业链关系、利于化工园区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资

源高效利用的企业（项目）；
a）

引入碳捕集利用、减碳、负碳等低碳项目；b）
改造和禁止新建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利于化工园区实现低碳运

行管理目标的项目；
c）

淘汰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阻碍实现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目标的项目。d）

7.2　能源结构优化和节约
 

7.2.1　应合理选择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供应方式，统筹规划电、气、热等综合能源系统，促进多种能源形态

高效协同转化，实现能源集成，寻求化工园区内企业的能源使用实现效率最大化，实现能源的优化利用。
7.2.2　应加强能源梯级利用和余热余压利用，开展化工装置节能技术与民用低品位热能技术的结合，推

进生产低品位余热向化工园区供热，实施集中供热。
7.2.3　应推进煤炭减量替代，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
7.2.4　宜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促进就近消纳可再生能源。因地制宜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氢能等，提高化工园区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
7.2.5　宜开展绿色低碳微电网建设，增强源网荷储协调互动，加快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多元储

能、高效热泵、余热余压利用、智慧能源管控等一体化系统开发运行，推进多能高效互补利用。
7.2.6　应推动化工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使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提高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能

效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7.2.7　应推动企业用能设备能效水平达到先进水平，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先进值。督促企业按照

GB/T 17166、GB 17167、HG/T 4190 定期开展能源计量自查和能源审计。

7.3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7.3.1　宜通过合理设计产品链和产品装置，提升物料和能量的交互和梯级利用，实现化工园区内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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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耦合、生态链接、原料互供、资源共享，提高化工产业关联度和循环化程度。
7.3.2　应推动化工园区重点企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原材料和废弃物源头减量。加强资源深度加

工、化工伴生产品加工利用、副产物综合利用。
7.3.3　宜采用废物替代原料、梯度再利用等方式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
7.3.4　应推进固体废物就地（企业内或化工园区内）再生利用，合理延伸产业链。
7.3.5　宜采用国家或地方鼓励发展的节水设备，控制用水总量。
7.3.6　应推动集约利用水资源，实行水资源梯级优化利用。
7.3.7　废水宜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鼓励使用中水回用技术。
7.3.8　沿海有条件的化工园区宜建设海水综合利用工程，循环冷却水系统宜采用闭式系统或海水换热，

降低淡水消耗。
7.3.9　宜根据化工园区产业特征对废气进行分类收集、集中处置与综合利用，鼓励化工园区内上下游企

业废气循环利用。

7.4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7.4.1　宜分析化工园区污染物排放类型，推动采用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技术工艺，开展协同

创新。
7.4.2　应支持污染治理技术和节能降碳技术在化工园区开展综合性示范应用。
7.4.3　宜推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应用，利用炼化、煤化工装置所排二氧化碳纯度高、捕集成本低

等特点，开展二氧化碳规模化捕集、封存、利用等，如制备食品级二氧化碳、生产甲醇等。

7.5　基础设施优化管理
 

7.5.1　化工园区的基础设施应遵循共建共享、集成优化的原则，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风险，

提高运行效率，基础设施的优化应符合 GB/T 38538 的要求。
7.5.2　应提升化工园区能源设施、供排水设施等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水平，统筹规划太阳能光伏分布式发

电装置、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水循环基础设施等。
7.5.3　应完善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垃圾焚烧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环境基础设施，提高固体废

物、废气、废水等资源利用水平。
7.5.4　应优化交通和物流设施空间布局和运输线路，提高设施利用率。
7.5.5　 新 建 建 筑 宜 按 照 GB/T 50378、GB/T 50878 要 求 设 计 、 建 筑 和 运 营 ， 既 有 建 筑 宜 按 照

GB/T 51141 要求进行绿色化改造。
7.5.6　化工园区公共建筑或道路宜采用绿色照明。
7.5.7　化工园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温室气体在线监测系统。

7.6　支撑保障
 

7.6.1　低碳运行智慧化管理
 

化工园区宜在现有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智慧化和大数据技术，增加和完善碳管理功能，包

括但不限于：
管理化工园区碳排放数据，形成碳排放清单，监测、采集、溯源碳排放数据，核算碳排放量，

分析碳减排潜力，生成碳排放报告；
a）

统计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定期发布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信息、统计报告等；b）
推送低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技术专利、标准、新闻动态等信息；c）
管理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碳资产，提供碳资产的共享和交易信息，促进碳资产

的共享和交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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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技术服务
 

化工园区宜建立技术服务支撑体系，主要包括：
鼓励化工园区内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研发、孵化低碳技术，推动企业战略性低碳核心技术的研

发和储备；
a）

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的产学研合作，为企业提供低碳技术和人

才支撑；
b）

引入低碳领域专业第三方服务机构，为化工园区企业提供低碳诊断、改造等所需要的技术

服务。
c）

7.6.3　宣传培训
 

7.6.3.1　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全国生态日、环保宣传周等活动主题，组织绿色低碳理念

宣传教育，广泛动员化工园区内相关企业参与节能、低碳行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展览会、座谈会、公

益广告等。
7.6.3.2　组织化工园区及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a）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制度；b）
国内外先进的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设备。c）

8　绩效评价

 

8.1　化工园区应定期对低碳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监视、测量和评价。
8.2　化工园区应制定监视和测量计划，明确监视和测量的内容、形式、频率等，监视和测量的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低碳运行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等。
8.3　化工园区应结合监视和测量结果，开展低碳运行管理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指标应至少包括化工园

区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
8.4　绩效评价应依据低碳运行管理过程中的记录，评价所需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低碳运行管理方案；a）
执行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划、政策、标准等的有关证明材料；b）
低碳运行管理相关制度文件；c）
低碳运行管理统计报告及相关数据记录、过程文件；d）
宣传培训资料及现场图片；e）
第三方认证、审核的有关文件资料；f）
其他记录文件。g）

9　改进

 

应根据定期绩效评价结果，分析化工园区不足以及根源，提出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的改进措施，

制定并实施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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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统计报告内容

A.1　化工园区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产业、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情况。

A.2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统计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统计包括但不限于：
碳排放核算，包括化工园区碳排放情况、外购碳抵销量等；a）
产业结构优化情况，主要包括低碳项目入园等；b）
能源结构优化和节约情况，主要包括能源系统优化情况、能源梯级利用情况、可再生能源利用

种类与数量、能源消费品种和数量、能源节约情况等；
c）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情况，主要包括固体废物减量和综合利用情况、水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情

况、废气综合利用情况等；
d）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情况，主要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应用情况等；e）
基础设施优化管理情况，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节能低碳水平、绿色建筑认证情况、交通和物流设

施优化情况、绿色照明情况等。
f）

A.3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成效
 

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成效包括但不限于：
主要低碳运行管理措施；a）
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分析；b）
管理目标差距分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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