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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山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山 西 省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山 西 省 财 政 厅
山 西 省 商 务 厅
山 西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 西 省 体 育 局

晋环发〔2022〕41 号

关于印发《山西省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方案》
的通知

省直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

略决策，推动全社会践行低碳发展新理念，弘扬以低碳为荣的

社会新风尚，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省属国企示范带动作用，有

序推广和规范我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的实施，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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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厅会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文旅

厅、省国资委、省体育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了《山西省大型活动

碳中和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

落实。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体育局

2022 年 11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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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

略决策，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 号）、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 号）精神，发

挥党政机关表率和风向标作用，推动全社会践行低碳理念，弘

扬以低碳为荣的社会新风尚，规范我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

中和实施，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

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19 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引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碳减排之间的关

系,鼓励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积极实施大型活动碳中

和，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积极探索具有山西

特色的大型活动碳中和模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初步形成以省直机关、大型国企为实施主体的

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工作体系。省内举办的大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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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务会议等落实绿色低碳的要求并实现碳中和。

到 2030 年，基本建立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共同参与的大

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工作体系，社会参与度明显提高，省

内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公务会议均落实绿色低碳的要求并基

本实现碳中和。

（三）基本原则

坚持减排优先。做出碳中和承诺或宣传的大型活动，其组

织者应结合大型活动的实际情况，优先实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行动，再通过碳抵消等手段中和大型活动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实现碳中和。

坚持科学规范。做出碳中和承诺或宣传的大型活动，其组

织者或受委托方应根据大型活动的实际情况，完整、规范、准

确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碳抵消提供科学可信依据。

坚持公开透明。做出碳中和承诺或宣传的大型活动，其组

织者应对实现碳中和全过程真实性负责，做好相关信息批露，

并接受社会监督，对已注销的碳配额或 CCER 等抵消产品应可追

溯并提供相应证明。

二、实施主体

提倡对大型活动实施碳中和的主体包括各省直机关、事业

单位和国有企业等机构和个人。大型活动碳中和的范围主要是

指在特定时间和场所内开展的较大规模聚集活动期间产生的碳

排放，包括但不限于：演出、赛事、会议、论坛、展览等。个

人可自愿对生活、工作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实施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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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中和的实施要求

（一）碳中和实施流程

大型活动组织方需按照《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

要求，在筹备阶段制定碳中和实施计划；在举办阶段通过使用

绿色建筑作为活动场地、乘坐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少使用一次

性生活用品、减少办公用品消耗、节约用水用电、开展光盘行

动等方式主动减少碳排放；在收尾阶段根据活动实际开展情况，

按照《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推荐的核算标准及

技术规范，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并采用购买碳普惠减排量、碳

配额、碳信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

减排量”（CCER）或通过新建林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等方式以抵

销活动、会议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碳中和，并向社会

进行公示。

（二）抵销方式

大型活动组织者应通过购买碳普惠减排量、碳配额、碳信

用、CCER 的方式或通过新建林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的方式抵消大

型活动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推荐按照以下优先顺序采

用适宜方式进行抵销：

1.鼓励优先采用山西省碳普惠机制——“三晋绿色生活”

平台公众践行绿色低碳行为产生的减排量；

2.山西省行政区域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或其他减排机制签发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3.山西省行政区域内经相关权威机构认证的新建林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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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碳汇量；

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配额。

（三）完成时限

大型活动碳中和的完成时间原则上不晚于大型活动结束后

1年内。对通过新建林业项目的方式实现碳中和的，应于活动结

束后 6年内完成。

（四）注销管理

使用山西省碳普惠减排量实施碳中和的，按规定程序在山

西碳普惠相关平台进行注销；采用购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碳配额或 CCER 实施碳中和的，应在相应的碳配额或 CCER 注

册登记机构注销,已注销的碳配额或 CCER 应可追溯并提供相应

证明。有关注销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相互配合，

形成合力，在各自领域积极推动大型活动碳中和工作。省生态

厅加强对全省大型活动和会议碳中和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管

理和宣传引导。省财政厅支持机关事业单位根据活动性质和相

关规定做好预算资金管理和保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国资

委分别推动省直机关、省属国企主动减少活动举办阶段产生的

碳排放，并将省直机关、省属国企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情况纳

入相关节能考核指标体系。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

部门在各自领域积极推动实施大型活动碳中和，作为评先评优、

信用评价、资金安排等方面的参考内容。



— 7 —

（二）加强宣传引导。省直机关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主办的大型活动、公务会议等活动中主动实施碳中和，加强

本领域、本系统碳中和案例的宣传推广。综合运用报纸、电视、

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各类媒介，探索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加大宣传力度，并与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等

活动有机结合，传播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碳中和的良好氛围。

（三）完善政策体系。鼓励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

业积极实施大型活动碳中和，省直机关单位对计划内的大型活

动实施碳中和，相关费用由活动经费予以保证。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逐步建立健全大型活动碳中和保障机制，出台地方性配

套激励措施和支持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引导各企事

业单位、个人主动参与和推广碳中和。

（四）强化技术支撑。加快山西省碳普惠机制的制定与实

施，做好与大型活动碳中和的有效衔接；探索建立大型活动碳

中和地方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量核算、抵消机制。积极培育

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我省大型活动碳中和提供碳排放核算、证

书颁发、信息披露等全过程、便捷式服务，推进大型活动碳中

和信息及时完整公开。

联 系 人：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对外合作处）

杨海龙 李芷涵

联系电话：0351-6371138 0351-6371136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