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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高领碳信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
区（连云港徐圩新区）管委会、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挪华威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军、唐成伟、谢姗、黄善繁、张恭春、辛春林、董显茂、许春华、
张靳楠、李健峰、陶佳、张旺燕、许智超、刘通、王三明、陈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T/CCEMA 00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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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转型金融是为推动经济社会整体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的金融服务，其目的是为高碳的经
济活动向低碳转型提供融资，支持高碳产业向低碳、零碳排放转变，缓解气候变化的矛盾。转
型金融作为传统绿色金融的延伸，有助于我国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金融力量服务
经济高质量发展。

化工行业是传统的高能耗高碳排放行业，是工业领域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单位GDP
碳排放量较高。化工行业产业链长、产品种类多，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需要化工产品作为原辅料，
化工行业碳排放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碳足迹影响较大，在工业减排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碳边
境调节机制（CBAM）、可持续发展倡议（TfS）、国际绿色供应链等对化工企业低碳、净零

本标准基于国内外转型金融框架的原则制定，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与规划布局，以及化工行
业发展特点，对照国家、地方、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相关政策规划和标准指南，设定涵盖化工产
业转型融资主体界定标准，明确低碳转型支持路径及指标要求，力争有序、科学、高效引导金
融机构支持化工企业开展低碳转型活动，加快化工行业向绿色化发展，推动化工行业完成碳达
峰、碳中和重点任务。

本标准将随着技术迭代进行动态更新，对不再适用的转型路径以及不再合理的定量阈值做
出调整。

T/CCEMA 0005-2024

碳排放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制定和落实针对性的转型金融政策支持化工企业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认定与评价规范》不仅可以引导化工行业企业朝着绿色、可持续
发展方向发展，对环境友好型企业予以更多支持，推动化工行业实现“双碳”目标，促进化工
行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加科学、客观地进行风险评估和资信评价
，确保资金支持更加有效地用于推动化工行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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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认定与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行业转型融资主体认定与评价的基本原则、流程、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要求、

信息纰漏及跟踪评价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评价被考察对象的资金偿付能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转型融资 transition finance

针对传统碳密集型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提供的金融支持。
3.2 碳排放总量 total carbon emission

组织在核算边界内生产、活动和服务过程中各个环节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
化碳当量的形式表现。

[来源：GB/T32150-2015，3.6，有修改]

3.3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组织在核算边界内产出单位产品产值（经济强度）的温室气体碳排放量。
[来源：DB11/T1370-2016，3.3，有修改]

3.4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范围一 Scope 1

组织范围内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化学或生产过程，或逸出源的温室气体。
[来源：GHG Protocol，有修改]

3.5 温室气体间接排放范围二 Scope 2

组织购买的能源（包括电力、蒸汽、加热和冷却）产生的温室气体。

[来源：GHG Protocol，有修改]

3.7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

T/CCEMA 0005-2024

[来源：GHG Protocol，有修改]

3.6 温室气体其他间接排放范围三 Scope 3

与企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的温室气体排放，分为15个类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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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SO14067-2018，有修改]

注1：产品碳足迹可分解成一组数字，确定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产品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生命周期的各个

阶段，例如各个过程所处的空间范围。

注2：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质量表示。

3.9 能效标杆水平 energy intensity target level

某个工业领域中，拥有最高能效的企业或单位所达到的能源效率水平。
[来源：发改产业〔2023〕723号文，有修改]

注：这一水平通常是由行业内领先企业的平均能源消耗指标所确定，代表了该行业内最高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

3.10 能效基准水平 energy intensity benchmark level

在某个工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能源消耗和产出水平。。
[来源：发改产业〔2023〕723号文，有修改]

注：通常是由行业内广泛存在的企业或单位的平均能源消耗指标所确定，代表了该行业内的普遍能源利用效率水平。

3.11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为使金融机构在出借资金前充分了解企业主体的转型风险及属性，企业主体将其转型计划、融资计划、

治理计划编制和完成情况向金融机构、社会公众或其他特定对象公开披露的行为。

[来源：JR/T0227—2021，有修改]

4 基本原则

4.2 强调化工企业转型融资信息披露要求。确保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评价基于透明、可信、
可比、可核算、具有时效性的指标。要求转型融资主体披露转型计划，定期报告转型进展；披
露融资计划，保证资金用于低碳转型；披露治理计划，确保转型活动有效实施。

4.3 引导金融机构丰富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完善转型贷款、转型债券金融工具，创新股
权类投资、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转型风险缓释工具，支持有明确低碳转型意愿和战略、
内部治理完善的化工企业获得更多金融资源。

4.4 强化转型金融对化工行业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机构创设转型挂钩金融工具，根据化工
企业低碳转型评价结果确定激励或惩罚的机制和措施。

4.5 确保化工行业公正转型。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评价体系应保证转型活动有序、公正、可
负担，避免或减轻对就业、社区、能源安全、价格稳定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负面影响。

5 认定评价流程

5.1 认定程序

企业及项目所属企业应满足对应条件才可获得转型融资企业或转型融资项目认定。

T/CCEMA 0005-2024

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认定与评价遵循G20转型金融框架确认的基本原则，具体为：
4.1 满足化工行业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合理融资需求。针对化工行业低碳转型制定相应的

方法和原则，指导金融机构及实体经济公司识别和界定转型活动或转型投资机会，降低识别障
碍、转型成本和假转型风险。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评价应动态反映和支持市场和技术发
展、政策环境、减排成本曲线以及发展需求和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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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认定公示

第三方认定评价机构对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的认定结果，统一通过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
会官方网站(www.ccema.org.cn)和碳评价网(www.tanpingjia.cn)公示。

5.3 信息披露

转型融资主体定期向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披露与评价指标相关的内容，至少每12个月更新
一次相关资料，直至达到借款期限年份。

5.4 跟踪评价

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依据转型融资主体披露的信息进行跟踪评价评分。

5.5 评价公示

第三方认定评价机构对化工产业转型融资主体的评价结果，统一通过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
会官方网站(www.ccema.org.cn)和碳评价网(www.tanpingjia.cn)公示。

6 转型融资主体认定要求

6.1 转型融资企业认定要求

6.1.1 企业依法设立，证照齐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制度且实行独立核算；
6.1.2 企业信用表现良好，未被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且不存在“关注及以
下类 注贷款，并且纳税信用等级不为 D；
6.1.3 企业正常经营，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1.4 企业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竣工环保验
收等各类环保手续。近一年内未发生“各级环保行政处罚、环境违法事件挂牌督办 级任一情况，
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环保信用等级不为“黄、红、黑”；
6.1.5 企业近一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情况，近三年内未发生重特大安全、重特大质
量事故及其他重特大违法违规情况；
6.1.6 企业三年内未发生涉及 50 人及以上规模的重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
6.1.7 制定可行的转型计划，主要内容：分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现状，明确分阶段碳减排目标，
以定量的碳排放量或者碳排放强度表示；对照碳减排目标明确转型技术路径，转型技术路径应
具有可行性和先进性；明确低碳转型计划及重点工作任务。计划编制参考附录A；
6.1.8 制定合理的融资计划，主要内容：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计划使用的转型金融
工具及不同工具筹集资金的主要用途、后续还款安排。计划编制参考附录A；
6.1.9 制定可行的治理计划，主要内容：落实转型计划的治理模式、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例
如董事会和高管责任安排、岗位职责与考核体系、建立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管理监测报告系统和
信息披露机制等，积极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新产品助力产业低碳转型与本质安全。计
划编制参考附录A；
6.1.10满足第6.1.1至6.1.6项要求，且被列入国家部委或省直部门发布的绿色企业名单的化工企
业可直接认定为转型融资企业。

6.2 转型融资项目认定要求

：
6.2.1 项目所属企业应符合6.1中6.1.1至6.1.6项的全部要求；

T/CCEMA 00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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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符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要求及行业准入条件，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建设
和管理；
6.2.3 符合国家、地方、行业推荐的化工行业低碳转型技术路径要求；

注：若国家、地方、行业出台或更新政策标准相关文件，涉及对化工行业各类细分领域低碳转型技术路径增加、删减或

部分调整的，按照最新政策标准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6.2.4 符合国家、地方出台的转型金融支持产业目录（如有）；
6.2.5 对国家规定了能效水平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的化工项目：

a）如为新建项目，能效水平应达到国家标杆水平要求；
b）如为存量改造项目，改造前能效水平应至少达到国家基准水平要求。

7 信息披露

7.1转型融资企业信息披露要求

7.1.1 转型融资企业申请转型融资时，应编制转型计划、融资计划、治理计划向金融机构或评
价机构进行披露。
7.1.2 自取得转型融资资金之日起至少每12个月一次，向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披露碳减排情况、
ESG报告情况和转型计划、融资计划、治理计划完成情况，直至达到借款期限年份。
7.1.3 转型融资企业应至少每12个月定量测算一次碳排放量，测算范围应至少包括企业直接控
制的燃料燃烧活动和物理化学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外购能源产生的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尽可能将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其他间接排放纳入测算范围。企业宜建设碳
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对碳排放强度、结构等进行集成分析，对碳减排计划及实施进行集成管控，
实现全流程碳排放追踪、分析、核算。
7.1.4 转型融资企业应通过官方网站和碳评价、环境评价相关公众网站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
治理信息（ESG）。

7.2转型融资项目信息披露要求

7.2.1 申请转型项目融资时应就项目是否符合6.2.2至6.2.5项要求，向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进行披
露。
7.2.2 项目新建或改造完成并投产后，项目所属企业应向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披露项目碳排放

数据。对新建项目，在满产条件下碳排放强度（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应不高于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等列示的碳排放数据。对于存量改造项

目，改造完成后碳排放强度应较改造前显著下降。若涉及同一主体多种产品的多个化工项目，

难以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准确计算比较时，在假定满产的条件下，改造完成后碳排放总量应较改

造前显著下降。

8 跟踪评价

8.1.1 金融机构应建立转型融资企业碳账户，监测评估转型融资碳减排效果；
8.1.2 金融机构或评价机构应定期对转型融资企业和转型融资项目进行跟踪评价，每个评价间
隔周期不应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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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碳减排、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ESG）情况和转型计划、融资计
划、治理计划完成情况等；
8.1.4 转型融资企业评价指标满分为100分，指标体系及权重见附录B、D。其中，碳减排指标
完成情况宜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评估意见，确保符合“可测度、可核查、可验证”要求。根据
综合评分结果进行等级划分；

表 1 转型融资企业等级划分区间

分值区间 对应等级

80~100 领先

60~79 良好

30~59 一般

0~29 较差

8.1.5 转型融资项目根据项目碳排放量与基准线比较进行等级划分，具体见附录C；

表 2 转型融资项目等级划分区间

项目碳排放量 对应等级

低于 10%及以上 领先

低于 5%（含）~10% 良好

低于 0~5% 一般

高于 较差

8.1.6 金融机构应依据评价得分和等级，为转型融资企业和项目在授信准入、授信提额、绿色
审批通道、银行服务升级、可持续挂钩融资等方面提供差异化的支持，并建立相应奖励和惩罚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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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转型计划、融资计划、治理计划编制内容

A.1 转型计划编制内容

A.1.1 明确碳减排目标

A.1.1.1 确定碳减排测算基准年；

A.1.1..2 确定碳排放强度目标。

A.1.2 说明转型技术路径

A.1.2.1 从定性的角度，主要考虑碳排放特征、用能结构、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特点、当地产业发展规划、

非化石能源利用潜力等因素，判断企业碳减排的转型工作重点；

A.1.2.2 从定量的角度，采用排放源法、排放趋势法、减排潜力和成本法等，识别出减排措施优选清单。

A.1.3 明确转型重点工作

A.1.3.1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A.1.3.2 能源低碳转型；

A.1.3.3 能效提升降碳；

A.1.3.4 提升管理水平；

A.1.3.5 提升数字化水平。

A.2 融资计划编制内容

A.2.1 融资计划

A.2.1.1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

A.2.1.2 能源低碳转型，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

A.2.1.3 能效提升降碳，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

A.2.1.4 提升管理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

A.2.1.5 提升数字化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投融资计划。

A.2.2 资金用途

A.2.2.1 银行贷款资金主要用途；

A.2.2.2 企业债券资金主要用途；

A.2.2.3 股权融资资金主要用途。

A.2.3 还款安排

A.2.3.1 银行贷款资金还款安排；

A.2.3.2 企业债券资金还款安排。

A.3 治理计划编制内容

A.3.1 治理模式

A.3.1.1 落实转型计划的战略目标；

A.3.1.2 落实转型计划的管理体系；

A.3.1.3 落实转型计划的能力建设；

A.3.1.4 落实转型计划的信息透明。

A.3.2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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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 落实转型计划的实施方案编制、执行和信息披露。

A.3.3 保障措施

A.3.3.1 落实转型计划的组织保障；

A.3.3.2 落实转型计划的财务保障：

A.3.3.3 落实转型计划的目标考核：

A.3.3.4 落实转型计划的宣传引导：

A.3.3.5 落实转型计划的跟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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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

表B 转型融资企业评价指标评分表

指标 分值x30% 分值 x 50% 分值x 100% 分值 评价标准

碳排放总量 下降 0至 5% 下降 5%（含）至 10% 下降 10%及以上 10 计算方法见附录F.1

碳排放强度 下降 0至 5% 下降 5%（含）至 10% 下降 10%及以上 10 计算方法见附录 F.2

产品碳足迹 下降 0至 5% 下降 5%（含）至 10% 下降 10%及以上 10 计算方法见附录 F.3

电能占比 10%以下 10%（含） 至 25% 大于等于 25% 10 计算方法见附录 F.4

绿色电力使用 10%以下 10%（含）至 25% 大于等于 25% 10 计算方法见附录F.5

环境、社会责任和治

理（ESG）

在对外披露报告中包含 ESG 内

容
编制独立的 ESG 报告 发布独立的 ESG报告 20

对外披露环境、社会、治理（ESG）战略、进展

等情况

转型计划 一般 良好 优秀 10 见附录 D

融资计划 一般 良好 优秀 10 见附录 D

治理计划 一般 良好 优秀 10 见附录 D

注：①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指标按照范围一、范围二排放量计算；②产品碳足迹指标按照企业产值排名前三位的产品核算；③下降比例为环比值；④产品碳足迹下降比例取前三
位产品碳足迹下降比例的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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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

表C 转型融资项目评价指标评分表

指标/等级 较差 一般 良好 领先 评价标准

碳排放量 高于 下降 0~5% 下降 5%（含）~10% 下降 10%及以上 与基准线相比

注：对于新建项目，基准线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等列示的碳排放数据；对于存量改造项目，基准线为项目改造前一完整年度的碳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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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规范性）

表D 转型计划、融资计划、治理计划等级评定表

序号 计划 指标 完成情况

1

转型计划

碳减排目标 （是/否）

2 转型技术路径 （是/否）

3 转型重点工作 （是/否）

4 评定等级

5

融资计划

融资计划 （是/否）

6 资金用途 （是/否）

7 还款安排 （是/否）

8 评定等级

9

治理计划

治理模式 （是/否）

10 实施方案 （是/否）

11 保障措施 （是/否）

12 评定等级

注：由金融机构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委托的专家组根据计划完成度进行综合等级评定，完成度在90~100%为优秀，76~89%为
良好，60~75%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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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规范性）

表 E.1 化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相关国家、国际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10 部分: 化工生产

企业》

2 ISO14064：2006 《温室气体-第一部分：在组织层面温室气 体排放和移

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性规范》

3 ISO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4 GHG Protocol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2004 年修

订版）》

表 E.2 化工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序号 指南名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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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3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4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5 矿山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6 公共建筑运营单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

7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8 氟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9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表 E.3 化工行业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及节能量评估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39777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工业锅炉系统

2 GB/T 31348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照明系统

3 GB/T 31347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信机房项目

4 GB/T 302573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通风机系统

5 GB/T 31344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板坯加热炉系统

6 GB/T 3134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居住建筑供暖项目

7 GB/T 31349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中央空调系统

8 GB/T 30256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泵类液体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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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规范性）

企业碳减排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F.1 碳排放量同比变化

碳排放量同比变化为企业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 年（或基

准年，下同）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值占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

例，按式（F.1）计算。

R碳排放量 = C报告年度—C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

C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
··········(F.1)

式中：

R 碳排放量——碳排放量同比变化，单位为%；

C 报告年度——企业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标准及指南见附录 C，单

位为 tCO2；

C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

标准及指南见附录C，单位为 tCO2；

F.2 碳排放强度同比变化

碳排放强度为企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碳排放

强度同比变化为企业报告年度碳排放强度与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碳排放

强度的差值占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碳排放强度的比例，按式（F.2）计算。

式中：

R 碳排强度=
C 报告年度/M 报告年度—C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M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
度

C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M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

··（F.2）

R 碳排强度——碳排放强度同比变化，单位为%；

C 报告年度——企业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标准及指南见附录 E ，单位为

tCO2；
M 报告年度——企业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金额， 单位为万元；

C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标准及指南

见附录 E，单位为 tCO2；
M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单位为万元。

F.3 产品碳足迹同比变化

产品碳足迹同比变化为企业报告年度产品碳足迹排放量与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的差值占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产品碳足迹排放量的比例，按式（F.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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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 F报告年度—F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

F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
········(F.3)

式中：

R 产品碳足迹排放量——产品碳足迹排放量同比变化，单位为%；

F 报告年度——企业报告年度产品碳足迹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标准及指南见附录 E，单位为 tCO2；

F 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企业前一个相邻报告年度产品碳足迹排放量，核算相关国家标准及指南见附录 E，

单位为 tCO2.

F.4 电能占比

企业电能碳排放量占总能耗碳排放量的比例，按式（F.4）计算。

···（F.4）
式中：

R电能——电能占比，单位为%；

EC电——企业电力使用量，单位为 MWh /年；

K电排放因子—— 电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

R碳排放总量——单位为 tCO2。

F.5 绿色电力使用

绿色电力使用为企业的分布式光伏、长期绿色电力采购协议、绿色电力证书 （中国绿色

电力证书（GEC））等形式绿色电力消耗量与总体电力消耗量的比值，按式（F.5）计算。

·····（F.5）

式中：

R 绿电——绿色电力使用，单位为%；

EC 绿电——企业绿色电力使用量，单位为kWh /年；

EC 总——企业电力使用总量，单位为 kWh/年。

R 电能=
EC 电*K 电排放因子

R 能耗碳排放总量

R 绿电=
EC 绿电

EC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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