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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环规〔2023〕3 号
▬▬▬▬▬▬▬▬▬▬▬▬▬▬▬▬▬▬▬▬▬▬▬▬▬▬▬▬▬▬▬▬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各驻区生态环境局、各直属事业单位，各有关单

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厦府规〔2023〕16 号），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厦门市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11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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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行为，发

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生态环境资源，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

《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气）集中

治理等单位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实

施细则。

第二章 排污权的核定

第三条 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核定实行分级管理。

（一）总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烧发电企业排污权的核

定管理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二）其他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核定管理由市、区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负责。

第四条工业排污单位因建设项目投产、排放标准变化、生产

线关停等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

染物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发生变化的，应核定或重新核定初始

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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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2014 年 5 月 23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意见（试行）》（闽政〔2014〕24 号）发

布实施，下同〕及以前已依法建成投产或建设项目通过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的工业排污单位，其初始排污权根据现行污染物排放标

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际产能规模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等进

行核定，按照区域总量控制要求进行分配。

第六条 2014 年 5 月 23 日后通过环境影响审批的新（改、扩）

建项目，其新增的排污权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投产情况、

投产时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交易取得的排放总量指标和排污

许可管理要求等核定。

建设项目使用本单位其它项目交易取得的不再使用的总量指

标，应在排污权核定时提交总量指标使用申请。

第七条工业排污单位的水污染物初始排污权只核定工业废

水部分。生活污水与生产废水混合排放的，生活污水视为工业废

水核定初始排污权。

第八条 建设项目因市政设施未到位，其工业废水直排环境

或实施回用，在具备纳管条件且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接入

市政设施处理的，应按新的废水排放方式重新核定初始排污权。

第九条 工业排污单位在申领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核定初始

排污权，程序如下：

（一）申请。工业排污单位在申领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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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厦门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排污权总量管理系统（以下称“平

台”）核算初始排污权，生成《工业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核定表》，

与申领或变更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材料，一并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

大厅或者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服务窗口提交。

（二）确认。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

权核定结果进行审查，将核定结果予以公示，并在排污许可证上

进行登载；公示有异议的，上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复核，区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市级复核意见重新核定和公示。

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工业排污单位，可通过平台自行核定初

始排污权，并在排污许可登记表上登载排污权信息。

第十条 工业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有效期为 5 年，其中核

定分配取得的有效期自核定之日起计算，交易取得的有效期自排

污之日起计算。

建设项目的排污日期按以下优先顺序确定：竣工验收报告明

确的投产日期、验收监测日期、竣工验收报告日期、竣工验收完

成日期；拟投产建设项目的排污日期由企业根据项目建设情况确

定。建设项目实际投产排污时间早于拟投产排污时间的，应申请

变更排污权的有效期。

第十一条 工业排污单位实施减排措施形成的可交易排污权

根据减排前允许排放总量和减排后正常运行可稳定达到的污染物

最大排放量核定。其中，减排措施实施后正常运行可稳定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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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最大排放量低于初始排污权的部分为一类可交易排污权，

超出初始排污权的部分为二类可交易排污权。

可交易排污权有效期为减排措施完成之日起 5 年。一类可交

易排污权到期后转为初始排污权，二类可交易排污权到期后作废。

一类可交易排污权出让后初始排污权相应扣减。

第十二条 城镇污水集中治理单位减排形成的可交易排污权

依据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核算原则核定。

工业集中式水污染治理单位实施提标改造形成的可交易排污

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根据设施处理能力、提标改造后排放标准

的浓度限值和可稳定达到的排放浓度值核定的污染物消减量。二

是根据 2014 年 5 月 23 日前处理的工业废水量、改造前后排放标

准的浓度限值核定的污染物削减量。

第十三条 排污单位减排形成的可交易排污权核定确认程序

如下：

（一）申请。排污单位可依托平台核算可交易排污权，并将

平台导出的《可交易排污权核定表》及相关材料，通过福建省网

上办事大厅或者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服务窗口提交。

（二）受理。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对申请材

料进行初审，对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将申请材料报送市

环境监测站；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

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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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市环境监测站收到相关材料后，开展技术审核

和专家评审，将审核结果反馈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四）确认。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可交易排污权核定结

果进行审查，并上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时，将核定结果

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向企业出具核定结果审查意见；公示

有异议的，上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复核。区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市级复核意见重新核定和公示。

（五）登记。排污单位在可交易排污权核定结果确认后的 30

日内，到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变更排污许可证登载事项。

第十四条 工业排污单位有偿取得的排污权指标不再使用或

多出的，可按以下程序核定可交易的排污权指标：

（一）申请。工业排污单位向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可

交易的排污权指标核定申请及相关资料。

（二）审核。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

核定相关建设项目情况，向工业排污单位出具《可交易的排污权

指标核定结果的函》。

第三章 排污权交易

第十五条 2014 年 5 月 23 日后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新

（改、扩）建项目的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应在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在排污之前通过交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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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新建项目的新增排放总量为项目的排放总量，改、扩建项目

的新增排放总量为项目建成后全厂的排放总量超出现有项目允许

排放总量的部分。

第十六条 新（改、扩）建项目的新增排污权指标交易取得程

序如下：

（一）申请。建设单位在进行项目生态环境准入研判时，进

入平台核算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时，将平台导出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申请表》做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附件，通过福建省网上办

事大厅或者行政服务窗口提交。

（二）审查。根据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市级或区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向企业出具建设项目新增排污

权指标购买条件函。

（三）购买。建设单位按照《福建省排污权交易规则（试行）》

（闽海交〔2014〕46 号）规定,向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提出购买申

请。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对符合条件的单位组织交易，出具《福建

省排污权指标交易凭证》。

第十七条 工业排污单位以下排污权经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确认后，可通过市场出售：

（一）实施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改升级等措施形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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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排污权。

（二）因搬迁、关闭不再使用，或因改（扩）建、提标改造

等多出的交易取得的排污权。

（三）因工业废水排入的集中式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多出的交

易取得的排污权。

(四）因建设项目未建、停建等不再使用的购买取得的排污权

指标。

第十八条 排污单位通过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出售、出租排污权

指标的程序如下：

（一）申请。排污单位按照《福建省排污权交易规则（试行）》

（闽海交〔2014〕46 号）规定,向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提出申请。

（二）交易。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对符合条件的单位组织交易，

出具《福建省排污权指标交易凭证》。

（三）登记。排污单位在可交易排污权出售、出租后，应及

时到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出让一类

可交易排污权的，应在出让之日起的 30 日内申请变更；出让二类

可交易排污权或多出的交易取得的排污权，应在全部指标出让后

的 30 日内申请变更。

第四章 排污权的储备和出让

第十九条 政府对可无偿收回纳入储备的排污权进行无偿收

储，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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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环境监测站会同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实辖区内

可无偿储备排污权，上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二）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市环境监测站对

拟储备排污权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报送市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公示有异议的，由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予以核实。结果变化的，重新进行公示。

（三）市环境监测站对拟收储的排污权进行收储，并将

收储结果报送省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

第二十条 政府可根据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要，适时开展排

污权有偿收储，有偿收储排污权的价格不得高于上季度厦门市相

应指标的市场价加权平均值。

第二十一条 排污权有偿收储程序如下：

（一）市环境监测站根据全市项目建设需求拟定年度排污权

有偿收储经费预算，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

（二）市环境监测站与排污单位协商拟收储项目的排污权种

类、数量和价格；

（三）市环境监测站将排污权收储计划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财政部门审批；

（四）市环境监测站根据相关意见，对拟收储排污权进行收

储，并将收储结果报送省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

第二十二条 储备排污权出让本市集中供热（气）项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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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的程序如下：

（一）排污单位向市环境监测站提出储备排污权出让申请；

（二）市环境监测站对排污权出让申请进行审核，并根据储

备排污权情况，拟定储备排污权出让计划；

（三）储备排污权出让计划报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

并报省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备案。

（四）市环境监测站委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出让储备排污权。

第二十三条 储备排污权委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出让本市小

微排放等项目的程序如下：

（一）市环境监测站拟定储备排污权委托出让计划，报市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排污权储备和技术中心备案；

（二）市环境监测站委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出让储备排污

权；

（三）符合小微排放项目条件的排污单位向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申请购买储备排污权；

（四）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根据市环境监测站委托向企业出让

储备排污权。

第二十四条储备排污权以低于市场均价出让的集中供热

（气）项目、《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范畴的市级以上重

点项目的不再使用的排污权指标，由政府原价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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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小微排放项目指需申购的排

污权指标同时满足化学需氧量小于等于 0.3 吨/年、氨氮小于等于

0.05 吨/年、二氧化硫小于等于 0.2 吨/年、氮氧化物小于等于 0.2

吨/年的新（改、扩）建项目。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解

释，国家及省、市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有新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与《厦

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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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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