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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部分：煤制甲醇企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情况

2024 年 7月，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三批

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鄂市监函〔2024〕424 号），

下达《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制甲醇企业》地

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项目序号为 11。

（二）提出和归口单位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三）起草单位

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

（四）起草人

XXXX

二、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制定《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制甲醇企业》

这一地方标准，积极响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号召，是推进煤化工产业

迈向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关键步伐。其目的与意义深远，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层面：

首要目的在于统一并规范化煤制甲醇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流程。

当前，煤化工领域，尤其是煤制甲醇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实践上

呈现出多样性和不规范性，这不仅模糊了企业对自身排放状况的认知，也

极大地阻碍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管。本标准的出台，旨在明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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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标准，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和一致性，为政府监管、企

业自律及第三方审计构建一个坚实的数据基础。

其次，该标准的实施将显著增强煤制甲醇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能

力，并深化其节能减排意识。通过标准化的核算要求，企业能更清晰地洞

察自身的排放状况，识别排放的关键源头，进而采取精准有效的节能减排

措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能源效率，削减成本。这不仅助力企业实现经

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提升，也强化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公众

形象。

再者，该标准的制定是推动煤化工产业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面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和能源结构的深刻变革，煤化工产业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环保压力和转型挑战。本指南的发布，旨在引导煤制甲醇企业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加速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

绿色方向转型升级，开辟新的经济增长路径。

综上所述，制定《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

制甲醇企业》地方标准，对于促进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规范

化、提升排放管理水平、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是推动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编制过程

（一）立项批准

2024 年 7月 11 日，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收到鄂尔多斯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发的鄂市监函〔2024〕424 号文件，批准《关于下达 2024 年

第三批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正式立项。

（二）组建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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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月 12 日，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碳计量科相关人员

成立了《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制甲醇企业》

编制组。

（三）首次会议

2024 年 7月 12 日，组织召开编制组会议，讨论标准包含的内容、主

要结构等问题，商定标准起草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并确定各起草人员

的具体工作任务。

（四）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8 月，编制组广泛收集国内外关于煤化工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面的技术文献、研究报告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结合煤制甲醇企业的工艺流程、温室气体排放特点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的实际。通过多次的实地调研和煤制甲醇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分析，完成了

标准初稿的制定。

2024 年 9 月，编制组内部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对标准的适用范

围、相关术语定义、核算边界以及碳源流图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和明确。同时，结合煤制甲醇企业的实际工艺流程和产品类型，对初稿中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2024 年 10 月，为了进一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编制小组再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一次的讨论聚焦于标准的工作程序、

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要求、数据质量管理要求等关键细节。通过集体讨

论和持续修改，标准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

2024 年 11 月至 12 月，组织多次会议，针对标准中计量器具的配备

和管理要求、核算方法及相关细节问题再次进行了修改和讨论，重新修改

了标准框架、核算方法标题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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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后，《煤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制甲醇企业》地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正式形成。

整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严谨、科学、民主的精神，确保了《煤化工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第 1 部分：煤制甲醇企业》的高质量、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以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为依据，以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原

则，在现有的 GB/T 32151.10－2023《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和《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指导下，结合煤制甲醇企业工艺过程和温室气体

排放实际制定。与现行法律、标准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

通过起草小组查阅文献资料、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得到的结果，本文件

规定了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与报告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工

作程序和内容、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的确定、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数据

质量管理要求、报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与报告，以甲醇生

产活动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可按照本文件提供的方法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并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对于煤制甲醇企业存在发电设施和其他非

甲醇产品生产设施的，其温室气体排放应按照适用行业的核算与报告指南

进行核算与报告。

（二）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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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温室气体、煤制甲醇、报告主体、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二氧

化碳回收利用 6 个关键术语及其定义。

（三）工作程序和内容

确定了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内容包括核算边

界和排放源确定、排放核算、排放量计算、定期报告和数据质量管理。

（四）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的确定

确定了报告主体是以煤制甲醇为主营业务的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

核算单位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

主要生产管理和调度指挥系统、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

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主要用于办公生活目的的

部门、单位和设施（如车间浴室、保健站、办公场所、自营的职工食堂、

公务车辆及班车等）。

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排放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煤制甲醇过程排放、含碳产品隐含的排放、含碳输出物隐含的排放、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隐含的排放、发电设施和其他非甲醇产品生产设施产生

的排放。

（五）核算要求及排放量计算

确定了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实测参数及排放因子的获取方式以及各

排放源排放量的计算公式。

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总量等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煤制甲醇

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排放之和，若企业核算边界内包含二氧化碳

回收利用，应扣除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

（六）数据质量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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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数据质量管理要求的相关内容。具体要求企业应制定数据质量

控制方案，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温室气体数据内部台账管理制度。鼓励企业建

立自有实验室管理制度，鼓励企业采取技术手段，实现关键参数计量器具

外接端口数据与国家管理平台的对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强样品自动采

集与分析技术应用。

（七）报告内容和格式

确定了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并给出了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模板。包括概述、报告主体基本情况、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活动水平和排

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等内容。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八、推广实施

通过宣传教育、技术支持、示范项目引领及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等策

略，引导煤制甲醇企业积极参考指南内容，强化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意识，

推动行业自律与技术创新，同时辅以政策引导与支持，共同促进该标准在

行业内的广泛应用与落实，为实现煤化工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具体实施措施和实施方向如下：

（一）实施措施

1.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行业会议、研讨会、在线培训等多种形式，

向煤制甲醇企业普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重要性，以及指南中的核算方法

和要求，提高企业认知度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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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设立专家咨询团队，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技

术支持与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

指南的顺利实施。

3.建立示范项目：选取部分煤制甲醇企业作为示范点，率先实施指南

中的核算方法，通过示范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其他企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和模式。

（二）实施方向

1.强化标准引导作用：将指南作为煤制甲醇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

参考依据，引导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重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提高环保意识。

2.推动行业自律：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结合指南要求，制定内部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和核算流程，加强自我管理和监督，形成行业自律

机制。

3.促进技术创新与升级：引导企业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领域的最新

技术和研究成果，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

排放强度。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