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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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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概述了碳排放的定义、来源及

对环境的影响，后阐述了评价的重要性，包括控制碳排放增量和推动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接着介绍了碳排放量核

算方法及评价技术体系，并分析了当前评价工作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以期提升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

响评价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国际协同性，推动社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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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

下，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关注焦点。作为

项目环境合规性的重要评估手段，碳排放评价不仅关乎

项目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对推动社会整体低碳转型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

基本概况、重要性、技术方法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为相关领域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促进建设项目在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平衡与协调。

1��碳排放的基本概况

1.1  碳排放的定义与广泛来源
碳排放，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关键词，指的

是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燃烧化石燃料、工业生

产、农业耕作及土地利用变化等一系列活动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CO2）等温室气体被释放到大气中的过程。这一

术语不仅涵盖了能源生产与使用中的排放，还涉及到了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以及农业活动中

因牲畜养殖、稻田排放等产生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

（N2O）等。此外，森林砍伐、土地退化等土地利用变化
也是不可忽视的碳排放源。在众多碳排放来源中，化石

燃料的燃烧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等化石能源在提供能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

碳排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约75%，成为推动全球气候变
暖的主要因素。工业生产过程中，如水泥生产、化学品

制造等也会释放大量CO2，同时伴随着其他温室气体的排

放[1]。农业活动，尤其是畜牧业和稻田管理，则是甲烷排

放的重要来源，而土地利用变化，特别是森林砍伐，不

仅减少了碳汇，还增加了碳排放。

1.2  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碳排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全球气候

系统的扰动上，这种扰动进而引发了连锁反应，对自然

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形成了“温室效应”，导致

地球表面温度持续上升，即全球变暖。这一现象不仅改

变了全球的气候模式，还加剧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

强度，如热浪、干旱、洪水和飓风等。这些极端气候事

件不仅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也对农业生产、水资源

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构成重大挑战。其次，全球变暖

导致的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是另一大环境问题。冰川

和冰盖的快速消融不仅威胁着极地生态系统，还影响着

全球水循环和海平面高度。海平面的上升侵蚀海岸线，

威胁沿海和岛屿国家的安全，导致生态系统破坏、人口

迁移和经济损失。此外，气候变化还对生物多样性构成

了严重威胁。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表现为物种分

布的改变、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这不仅影响自然生态的平衡，还削弱了生态系统的

服务功能，如食物供给、水源净化、气候调节等，对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农业生产也深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温度升高、降水模式改变、病虫害增多等因

素导致农作物产量波动，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对于依赖

特定气候条件的农作物，如咖啡、可可等，气候变化甚

至可能引发种植区域的重新布局，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

影响。

2��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

2.1  控制碳排放增量的需求
新建项目作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背后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以及不可忽

视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些排放不仅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

的趋势，还对我国的环境承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长期

以来，由于对新上项目的碳排放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导致部分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碳排放量居高不下，

甚至出现了不合理的增长。实施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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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这一不合理增长。通过将碳排放

评价纳入项目审批、核准以及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可

以对项目的碳排放水平进行严格的评估和把关。对于那

些不符合排放标准、碳排放过高的项目，实行前置否

决，从而有效避免其成为新的碳排放源。这一举措不仅

有助于控制碳排放的总量，还能引导项目在规划和设计

阶段就充分考虑节能减排的因素，为后续的低碳运营奠

定坚实基础。

2.2  推动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

控制碳排放增量上，更在于其促进项目低碳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的潜力。通过全面评估项目的碳排放水平，可以

清晰地揭示出不同项目在能效和碳排放方面的差异。这

种差异为社会资金的投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资

本的逐利性驱动下，社会资金往往会流向那些能效水平

高、碳排放水平先进的行业领域。而碳排放环境影响评

价正是揭示这些领域的重要工具。通过评价结果的公开

和透明，可以引导投资者更加理性地选择投资项目，从

而推动资金向低碳、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评价结

果还为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建议[2]。这

些建议基于对项目碳排放水平的深入分析，旨在帮助项

目采用更加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工艺，降低能源消耗和碳

排放强度。通过实施这些建议，项目不仅能够在经济上

实现效益最大化，还能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取得显著的正

面影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3��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方法

3.1  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碳排放量核算是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基

础，其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核算方

法，主要包括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排放系数法。（1）
实测法是通过直接测量项目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的排放量来核算碳排放量。这种方法适用于具备

监测条件且监测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如大型工业企业

的烟囱排放监测。实测法的优点在于数据直接、准确，

但受限于监测设备的精度和覆盖范围，可能无法全面反

映项目的所有碳排放源。（2）物料衡算法是基于质量
守恒原理，通过计算项目活动中投入的物料量和产出的

产品量，以及伴随产生的碳排放量来核算碳排放。这种

方法适用于生产过程清晰、物料流动数据易于获取的项

目。物料衡算法能够全面考虑项目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碳

排放环节，但需要对项目的生产工艺有深入了解，且数

据收集和处理工作量大。（3）排放系数法则是根据同类

项目或活动的历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经验值，

用于核算特定项目或活动的碳排放量。排放系数法具有

核算过程简便、实用性强的特点，尤其适用于缺乏详细

数据或监测条件有限的项目。在实际应用中，应综合考

虑项目的特点、数据可获取性、核算成本等因素，选择

合适的核算方法或结合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以确保

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体系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的框

架，旨在全面评估建设项目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及其

对环境的潜在影响。（1）前期调研阶段是评价工作的起
点，主要任务是收集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概况、

建设规模、工艺流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况等。通过

调研，可以初步了解项目的碳排放水平和潜在的环境影

响，为后续的评价工作奠定基础。（2）工程分析论证阶
段是评价工作的核心环节。在这一阶段，需要对项目的

生产工艺、设备选型、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评估其碳排放水平和能效表现。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方案

或技术的碳排放量和能效指标，可以筛选出低碳、高效

的方案，为项目的优化设计提供决策支持。（3）预测评
价阶段则是对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碳排放环境影响进

行预测分析。这一阶段需要利用数学模型和仿真技术，

模拟项目在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情况，评估其对气候、

生态、人体健康等方面的潜在影响。预测评价的结果可

以为项目的环境管理和风险控制提供科学依据。（4）后
期的跟踪评价分析阶段是评价工作的收尾环节，也是确

保项目达到预期减排效果的关键。在这一阶段，需要对

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包括碳排放

量的监测、能效指标的评估以及环境影响的观察等[3]。通

过对比预测评价与实际监测结果，可以验证评价的有效

性，并为项目的持续改进和优化提供反馈。

4��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1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面临的挑战
4.1.1  碳排放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与全面性不足
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与全面性是建设项目碳排放环

境影响评价的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数据来

源多样、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往往导致评价结果的可

靠性受到质疑。一方面，部分项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存

在漏报、瞒报或虚报的情况，导致数据不准确；另一方

面，由于监测技术和手段的限制，部分碳排放源难以被

有效监测，导致数据不全面。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评价

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1.2  碳排放核算方法的不统一与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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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已有多种碳排放核算方法被广泛应用于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中，但各方法之间缺乏统

一性和规范性。不同评价机构或专家可能采用不同的核

算方法，导致评价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

响了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比性，也给政策制定和执行

带来了困扰。因此，制定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

显得尤为重要。

4.1.3  技术与方法更新滞后于实际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碳排放问题的日益严

峻，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与方法也需要

不断更新和完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技术与方法的

更新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一方面，部分评价机构或专

家可能因缺乏对新技术、新方法的了解和掌握而沿用传

统方法；另一方面，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和推广也可

能受到资金、技术、政策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滞后现

象不仅影响了评价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制约了碳排

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整体发展。

4.2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对策与建议
4.2.1  加强碳排放数据收集与管理
为了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应加强数

据收集与管理工作。一方面，应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监

测体系，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和手段对碳排放源进行

实时监测和记录；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数据质量的审核

和把关，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还应建立数据共

享机制，促进不同机构、不同领域之间的数据交流与共

享，为评价工作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

4.2.2  制定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
为了解决碳排放核算方法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

应尽快制定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这包括明确

核算范围、核算原则、核算方法等关键要素，并形成标

准化的核算流程。还应加强对核算方法的培训和推广，

提高评价机构或专家对核算方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4]。通

过制定统一的核算方法和标准，可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公

正性、可比性和科学性。

4.2.3  推动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与应用
为了适应实际需求的变化和挑战，应积极推动技术

与方法的创新与应用。一方面，应加大对新技术、新方

法的研发力度，鼓励评价机构或专家积极探索和实践

新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新技

术、新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其在实际评价工作中的

使用率和效果。还应建立技术与方法更新机制，定期评

估现有技术与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并根据实际需求

进行及时调整和优化。

结语

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是应对气候变化挑

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强数据收集

与管理、制定统一核算方法和标准、强化评价结果与政

策制定的衔接、推动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与应用以及加强

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不断提升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为建设项目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完善，建设

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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