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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府规〔2023〕16 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

位：

《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已经第 52 次市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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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促进生态环境资源

高效利用，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

以及国家、省有关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排污权，是指排污单位按照国家、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要求，经核定允许其在一定期

限内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数量。

初始排污权是指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投入生产

（拟投入生产）的工业排污单位，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定，依

法取得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可交易排污权是指工业排污单位通过实施清洁生产、污染治

理、技改升级、集中供热等减排措施，以及废水（气）集中治理

单位通过提标改造等方式所削减的，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定，

可以用于交易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第三条 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主要污染物种类现

阶段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实施的对象

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气）集中治理单位等。

第四条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应符合资源有价和减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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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原则。

鼓励新建排污单位控总量、现有排污单位腾总量，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

第五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的管理，市环境监测站负责排污权指标审核、收储、出让等具体

工作。

发改、工信、科技、财政、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共同做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纳入市级财政统筹管理，排污

权储备和管理、排污权监管能力建设等所需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

算管理。

第二章 排污权的取得、使用和交易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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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前依法建成投产或建设项目已通过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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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等进行分配。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的，暂不予核定分配初始排污权。

第八条 2014 年 5 月 23 日之后建设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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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工业排污单位，其项目新增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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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交易取得。项目建设后工业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根据实际产

能规模和取得的总量指标等进行核定。

建设项目新增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均

小于0.1吨/年且氨氮小于0.01吨/年的，可以豁免购买总量指标，

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用划拨方式统筹。

第九条 工业排污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迁建，原项目

的初始排污权可以划转用于迁建项目建设，迁建项目新增的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应通过交易取得。

第十条 重点区域和行业新（改、扩）建项目的新增排污权

指标实行倍量交易，项目应通过交易取得的排放总量指标以项目

新增排放总量为基数，以下列各单项比例的乘积为倍数计算：

（一）化学需氧量主要排放行业的新增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的倍量交易比例不低于 1.2 倍，氨氮主要排放行业的新增氨氮排

放量的倍量交易比例不低于 1.5 倍；二氧化硫主要排放行业的新

增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倍量交易比例不低于 1.2 倍，氮氧化物主要

排放行业的新增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倍量交易比例不低于 1.5 倍；

（二）省级及以上工业（产业）园区（开发区）外的建设项

目的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倍量交易比例不低于 1.2 倍。

第十一条 工业排污单位发生改制、改组、兼并的，其排污

权指标不超过原分配或交易取得的指标。分立的单位，其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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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从原单位指标中划转；合并的单位，其排污权指标不得大于

原各单位的指标之和。

第十二条 排污许可证是排污权确权的凭证、排污权交易的

管理载体。排放主要污染物的工业排污单位，应在申领（变更）

排污许可证时核定初始排污权。经核定的排污权种类、数量、有

效期等相关信息应在排污许可证上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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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工业排污单位的初始排

污权到期的，应在到期前 30 日内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登载事项。

初始排污权因项目改扩建等发生变化的，应在变化前 30 日内申

请重新核定，变更排污许可证登载事项。初始排污权因转让等发

生变化的，应在转让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重新核定，变更排污许

可证登载事项。

第十四条 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实行有偿使用。排污单位

需缴纳出售、出租的初始排污权指标有偿使用费，未出售、出租

的暂不征收，全面征收的时间和标准按照国家、省的统一部署和

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工业排污单位和废水（气）集中治理单位在规定

期限内对通过缴纳初始有偿使用费、市场交易或由政府储备出让

等方式有偿取得的排污权，在规定期限内对有偿取得的排污权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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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转让、抵押和租赁等权利。

第十六条 工业排污单位通过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改升

级等减排措施形成的可交易排污权，以及废水（气）集中治理单

位投入减排设施建设和运营形成的可交易排污权无偿取得的，可

以按规定缴纳初始有偿使用费后通过市场交易。可交易排污权有

效期为减排措施完成之日起 5年。

工业排污单位交易取得的排污权因项目搬迁、关闭等不再使

用，或因项目改（扩）建等多出，或因工业废水排入的集中处理

设施提标改造多出的，可以在补足 5年初始有偿使用费后通过市

场交易或由政府回购收储。

工业排污单位交易取得的排污权指标由于建设项目未建、停

建等不再使用的，可以用于本单位其他建设项目或通过市场出售，

出售价格高于原价的部分收归国库；属于政府储备协议出让的，

由政府原价回购收储。

第三章 排污权的储备和出让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排污权储备，是指排污权储备管理

机构通过无偿收回、有偿收储、原价回购等形式，将排污权纳入

政府储备量的行为。

第十八条 政府对以下排污权无偿收回并纳入储备：

（一）“十二五”以来，工业排污单位关停、淘汰、取缔等不

再排放实行总量控制污染物的，其无偿取得的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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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排污单位（或生产线）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搬迁或进

行改、扩建的，其无偿取得的排污权超出迁（改、扩）建所需的

部分；

（三）根据主体功能区划、产业布局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对工业排污单位不予分配的排污权；

（四）工业排污单位被依法注销排污许可证，其无偿取得的排

污权；

（五）工业排污单位自愿放弃的排污权；

（六）政府投入废水（气）集中治理设施建设或运营、工业污

染深度治理工程等获得的污染物削减量；

（七）不属于工业排污单位核定结果的污染物削减量等其他

可以无偿收储的排污权。

第十九条 政府可以根据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要，适时开

展排污权有偿收储。

工业排污单位将有偿取得的排污权或减排形成的可交易排

污权协议转让给政府的，可以在后续发展需要且储备排污权有余

量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原价购回。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的排污权出让，是指排污权储备管理

机构以公开竞价、卖方挂牌、协议出让等方式，将政府储备的排

污权出让给排污单位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储备排污权可以根据储备情况和市场需求，采

用公开竞价和卖方挂牌方式出让。挂牌出让价格根据项目保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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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确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本市集中供热（气）项目、市级以上重点

项目和小微排放项目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储备排污权，具体价

格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对于集中供热（气）项目，协议出让价格按照初始有偿

使用费收费标准执行；

（二）对于《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范畴的市级以上

重点项目，协议出让价格按照本市上季度相应指标市场价加权平

均值的 80%执行；

（三）对于其他市级以上重点项目和小微排放项目，协议出让

价格按照本市上季度相应指标市场价的加权平均值执行。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的管理，加强排污权储备、核定、出让信息和交易数据的管

理，并定期向社会公示。税务部门负责排污权出让收入的征收，

财政部门负责排污权出让收入的管理，发改、工信、科技等有关

部门和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相关重点发展产业项目的确认，市

场监管部门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价格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排污权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工业排污单位要履

行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按有关规定购买和使用排污权，不得超总量

排放。排污单位的排污权交易等行为依法纳入企业环境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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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生态环境、财政、市场监管、审计等部门应加

强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监管，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工业排污单位，是指生产经营活

动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 B采矿业、C制造业、D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生产过程有污染物排放的生产单位。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指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主要排放行业的界定范围如下：

（一）化学需氧量主要排放行业包括：造纸、制革、合成革与

人造革、印染、合成氨、发酵类制药等；

（二）氨氮主要排放行业包括：制革、合成革与人造革、合成

氨、发酵类制药等；

（三）二氧化硫主要排放行业包括：钢铁冶炼、燃煤（油）电

厂、平板玻璃、合成革与人造革等；

（四）氮氧化物主要行业包括：水泥熟料制造、火力发电、平

板玻璃等。

前款中涉及的各行业根据国家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范

围确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指的省级以上工业（产业）园区（开

发区）包括：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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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美台商投资区、厦门杏林台商投资区、厦门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厦门同安工业园区。

省级以上工业（产业）园区（开发区）发生变化的，根据相

关文件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有关单位：市税务局，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

翔安新城片区指挥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指挥部。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1 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