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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参考标准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重点性原则。以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为核心，结合项目特点，选

取关键性、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估需求的重点指标构建入库标

准体系。 

科学性原则。以定量评估为主，同时设置一定的定性指标。各

项指标要给出客观判断标准，确保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

确性。 

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具备概括性和适用性，确保指标在不

同项目之间具有可比性。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内容应具体、明确、通俗易懂，可统计、

可考核、可监测、可评估。 

动态调整原则。标准体系要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立，并根

据国家及地区相关新战略、新趋势及时调整。 

（二）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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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底前，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试点地方研究制定

本地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价方法，基本建立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价

的工作机制。 

2023 年 10 月底前，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试点地方完成首

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初步建成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库，进一步

完善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价的工作机制。 

二、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入库项目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类项目和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其

中，减缓气候变化类项目类别及该类别与现有其他相关标准的对应

关系，可参考《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指南》（TCSTE 0061-2021）；

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类别参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具

体项目类别参考如下。 

（一）减缓气候变化类项目 

1．低碳产业体系类项目 

包括低碳工业、低碳农业、低碳建筑及建筑节能、低碳交通、

低碳服务、低碳供应链服务等。其中，低碳工业可包括工业节能项

目，如能量系统优化、工业节能改造等；低碳技术装备制造项目，

如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高效节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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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船舶制造等；低碳建筑及建筑节能可包括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项目，如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绿色建筑、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装

配式建筑、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物流绿色仓储等；绿色建

筑材料项目如绿色建筑材料制造等；低碳交通可包括低碳交通设施

建设和运营项目，如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节能环保改造、

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及机场廊桥供电设施建设、城乡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和运营、城市慢行交通等；清洁能源车辆配套设施项目如充电、

换电、加氢和加气设施建设和运营等。 

2．低碳能源类项目 

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主。包括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风

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生物质能源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力发

电设施建设和运营、地热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海洋能利用设施

建设和运营、氢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热泵设施建设和运营、高

效储能设施建设和运营等项目。 

3．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试点示范类项目 

包括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应用，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生物质

能碳捕集与封存等项目。 

4．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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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减少甲烷逃逸排放、生产过程碳减排、控制氢氟碳化物、

废弃物和废水处理处置等。其中，减少甲烷逃逸排放指减少煤炭行

业、油气行业甲烷逃逸排放和放空排放的活动，如放空天然气和油

田伴生气回收利用、油气密闭集输综合节能技术、减少甲烷排放的

相关设施建设和运营、煤层气抽采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等；生产过

程碳减排指通过工艺改进和清洁生产等措施减少生产过程温室气体

排放的活动，如水泥行业通过非碳酸盐原料替代传统石灰石原料、

应用先进的浮法工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化工行业使用六氟化硫混

合气和回收六氟化硫等；控制氢氟碳化物可包括绿色高效制冷产品、

空调等制冷设备低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替代等；废弃物和废水

处理处置可包括固体废弃物管理项目，如农村固体废弃物处置及收

集利用、城市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及收集利用等；废水处理项目

如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运营等。 

5．增加碳汇类项目 

包括森林碳汇、生态系统及其他碳汇项目等。其中，森林碳汇

指通过造林、再造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减少毁林等措施，吸收和

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项目；生态系统碳汇指以提升草原、湿地、

海洋、土壤、冻土等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建设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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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项目。 

（二）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 

1．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类项目 

包括完善气候变化观测网络、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强化综合防灾减灾等。其中，完善气

候变化观测网络可包括完善大气圈观测网络、建设多圈层及其相互

作用观测网络等，如构建岸基、海基、空基、天基一体化的海洋和

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及相应的配套保障体系工程等；强化气候变化监

测预测预警可包括提升气候系统监测分析能力、提高精准预报预测

水平、强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警等，如建设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

警平台等；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可包括提升评估技术水平

和基础能力、加强敏感领域和重点区域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等，

如气候变化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气候资源普查项目等；强化综合防

灾减灾可包括灾害风险管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自然灾害综

合治理、强化应急机制和处置力量建设等，如优化灾害应急响应救

援组织指挥及救援救灾运作模式等。 

2．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类项目 

包括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海洋与海岸带等。其中，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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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括构建水资源及洪涝干旱灾害智能化监测体系、推进水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与洪

水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等，如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项目、重要湖泊生态保护治理项目等；陆地生态

系统可包括构建陆地生态系统综合监测体系、建立完善陆地生态系

统保护与监管体系、加强典型生态系统保护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提升灾害预警防御与治理能力、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

与建设、加强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如建立自然资源数

据库和管理系统项目、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制度建立健全项目等；海洋与海岸带可包括

完善海洋灾害观测预警与评估体系、提升海岸带及沿岸地区防灾御

灾能力、加强沿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等，如海洋灾害预报预警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滨海湿地生态修

复项目、海上绿色养殖项目等。 

3．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类项目 

包括农业与粮食安全、健康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

城市与人居环境、敏感二三产业等。其中，农业与粮食安全可包括

优化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格局、强化农业应变减灾工作体系、增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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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系统气候韧性和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等，

如农田智能化排灌项目、气候友好型低碳农产品认证项目、改良草

场、建设人工草场和饲料作物生产基地类项目、适应气候变化技术

示范基地项目等；健康与公共卫生可包括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和

适应能力评估、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的监测预警及防控、增强医疗卫

生系统气候韧性和全面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等，如气候变化

健康适应城市行动试点项目、气候敏感疾病和人兽共患病的监测网

络和数据报告系统建设项目、气候敏感疾病的分级分层急救治疗护

理与康复网络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可包括加强基础设

施与重大工程气候风险管理、推动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气候韧性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技术标准体系和突破基础设施与重大

工程关键适应技术等，如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项目、能源工程

与电网安全设施重点提升多电网联合并网项目、青藏铁路及公路地

基稳定性能提升项目等；城市与人居环境可包括强化城市气候风险

评估、调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完善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强城市洪涝防御能力建设与供水保障和

提升城市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等，如城市气候风险地图编制项目、城

市电力电缆通道建设和具备条件地区架空线入地项目、城市生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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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项目、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等；敏感二三产业可包括提

升气象服务保障能力、防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提高能源行业气候

韧性、发展气候适应型旅游业和加强交通防灾和应急保障等，如开

发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气象服务产品、建立覆盖各类金融机构

和融资主体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电力设备监测和巡视

维护强化项目等。 

三、入库项目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设置分为约束指标和参考指标。其中，约束指标包括

项目类别符合性、项目合规性、项目气候效益显著性等，入库项目

应满足所有约束指标。参考指标不作为项目是否入库的必要评价指

标，地方结合区域发展情况选择性设置，以满足不同类别资金和政

策对接的需求。参考指标包括项目经济性、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

同效益等。 

（一）减缓气候变化类项目 

1．项目类别符合性 

项目类别应符合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别要求。 

2．项目合规性 

项目应满足国家、地区、行业相关政策、标准、规范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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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小、风险可控。应确认项目具备能实施

的文件。如政府部门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项目立项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等批复或备案文件，

具备其一即可。 

3．项目气候效益显著性 

项目应具有显著气候效益，包括满足一定的年减排规模效益，

减排技术具有一定先进性等。其中，项目年减排规模效益可通过年

减排量指标评价，并设置年减排量阈值，该阈值结合地方产业发展

水平确定。如分散式（分布式）发电项目年减排量大于 1 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集中式发电年减排量大于 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海上风

电年减排量大于 2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技术先进性可通过碳排

放强度指标评价，并设置准入阈值。该准入阈值可参照相应行业碳

排放强度先进值、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等国际标准先进技术阈值

确定。如：地热能项目碳排放强度小于每千瓦时 100 克二氧化碳当

量。 

4．项目经济性 

项目经济性为参考指标，不作为项目是否入库的必要指标。项

目经济性包括碳减排成本和财务内部收益率。碳减排成本一般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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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业平均水平，财务内部收益率一般不低于行业财务基准收益率。

其中，财务基准收益率可参考国家发改委《建设项目经济评估方法

和参数》（第三版），如风电项目财务基准收益率（融资前税前指

标）为 5%。对碳达峰碳中和有重大推进作用的创新性项目，可适当

放宽项目经济性要求。 

5．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同效益 

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同效益为参考指标。社会效益主要包括

项目在改善健康、卫生、供水，提升受教育的机会，推进性别平等，

促进文化保护等其他公共事业方面的贡献。环境协同效益指对提高

空气，水和土壤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协同效益。如某

造林及再造林项目可增加区域森林覆盖率 6.7%，对区域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固碳释氧、净化空气等方面具有

促进作用。 

（二）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 

1．项目类别符合性 

项目类别应符合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别要求。 

2．项目合规性 

项目应满足国家、地区、行业相关政策、标准、规范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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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小、风险可控。应确认项目具备能实施

的文件。如政府部门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项目立项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等批复或备案文件，

具备其一即可。 

3．项目气候效益显著性 

项目应具备一定规模及示范作用。如强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

警类项目可参考“预警准确率、精细度和提前量”等指标；建立适

应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类项目可参考“农田灌溉用水有效

利用系数”等指标；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与建设类项

目可参考“沙化土地治理面积”等指标。目前不具备量化方法的适

应气候变化类项目可经相应领域专家审定其气候效益。评价示例：

某灾害风险数字化预警预测体系自上线运行以来，成功预警森林火

险、地质灾害、水（大气）污染等风险隐患 2312 件（次），处置率

100%。 

4．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同效益 

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同效益为参考指标。社会效益主要包括

项目在改善健康、卫生、供水，提升受教育的机会，推进性别平等，

促进文化保护等其他公共事业方面的贡献。环境协同效益指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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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水和土壤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协同效益。评价

示例：某气候敏感区生态移民搬迁项目的实施，完成 46 万名居住在

高山远山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居民搬出大山，居民收入均跻身全

国地级市前 40 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