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双碳培训报名条件及提交材料

一、报名条件

1、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人才（初级）

（1）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年限满 3 年；

（2）高中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年限 2 年以上；

（3）中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年限 1 年以上；

（4）在校大学生、相关职业院校学生；

（5）取得其他初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证书等。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2、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人才（中级）

（1）中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3 年；

（2）大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2 年；

（3）本科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1 年；

（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其他专业）；

（5）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6）取得初级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证书，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一年；

（7）取得其他中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证书等。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3、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人才（高级）

（1）中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4 年；

（2）大专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3 年；

（3）本科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2 年；

（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取得其他专业）连续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2 年；

（5）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一

年；

（6）取得中级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证书，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一年；

（7）取得其他高级职业或技能证书、职称证书等满一年。

（以上条件需满足其中一条）

注：上述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或学位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或学位，

工作年限是指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的时间总和，其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报名提交资料

（1）报名审核表；

（2）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3）学历证复印件；

（4）二寸免冠蓝底彩色电子版照片；

（5）工作证明及其他可满足报名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 2：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双碳培训报名审核表

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职业能力

报名审核表

姓 名 性 别

（1寸白底证件

照）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专 业

学 历 学 位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手 机 邮 箱

申报类别

□碳排放管理技术（初级）

□碳排放管理技术（中级）

□碳排放管理技术（高级）

□碳资产管理应用（初级）

□碳资产管理应用（中级）

□碳资产管理应用（高级）

□碳监测管理技术（初级）

□碳监测管理技术（中级）

□碳监测管理技术（高级）

□碳交易管理咨询（初级）

□碳交易管理咨询（中级）

□碳交易管理咨询（高级）

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已经符合本考试报名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

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

应处理。

本人签名：

注：1. 填好后打印手写签名扫描提交。

2. 以下请附满足报名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 3：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双碳培训内容

一、碳交易管理咨询

 碳交易背景及国外碳交易概况 1

 碳交易背景及国外碳交易概况 2

 我国碳交易概况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登记管理规则解读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结算管理规则解读

 发电设施石化燃料燃烧排放核算

 发电设施生产数据核算要求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解读

 国内外配额分配研究热点

 发电行业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

 福建省碳排放分配措施与政策

 CCER 起源

 CCER 现状及开发流程

 中国碳市场运行情况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

 全国碳市场面临的问题

 碳资产管理背景

 企业碳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企业碳管理实践案例

 电力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交通运输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其他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二、碳资产管理应用

 碳资产管理概念、功能

 碳资产法律法规

 国内外碳资产管理发展

 碳资产管理现状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方法

 中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现状

 发电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

 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生产数据核算要求

 碳排放权交易的产生与发展

 国外碳交易

 中国碳交易

 我国碳市场不足与展望

 CCER 介绍与现状及 CCER 开发

 全国碳市场现状

 全国碳市场面临的问题

 碳资产管理背景

 企业碳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企业碳管理实践案例

 电力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交通运输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其他行业减排潜力与低碳技术

三、碳监测管理技术

 碳监测背景及与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关系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1）-核算边界与排放源组确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2）-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3）-活动数据收集及排放量计算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基于温室气体议定书（1-5）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基于 GB/T32151.1-2015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基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

 碳监测计划制定要点总结

四、碳排放管理技术

 碳排放管理技术背景及主要工作内容介绍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1）-核算方法及核算边界确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2）-排放源识别及活动数据收集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3）-排放量计算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点（4）-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排放报告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基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施设）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基于温室气体议定书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1）-背景及欧美碳交易简介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2）-新西兰及日韩碳交易简介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解读（3）-国内碳交易简介

 我国碳交易政策法规解读（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我国碳交易政策法规解读（2）-《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

 我国碳交易政策法规解读（3）-《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我国碳交易政策法规解读（4）-《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1）-2019-2020 全国方案（发电行业）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2）-2021 年度广东省方案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1）-背景及开发流程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2）-审定与核证机构备案资质要求及审定程序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3）-审定要求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4）-核证程序及核证要求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5）-核证要求及审定与核证报告格式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6）-林业碳汇开发流程及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

证指南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开发（7）-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

 林业碳汇项目案例解读及碳排放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