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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气候变暖日益成为全球共识，减缓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与科技各领域关注
的首要问题之一。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变化，基于市场建立的
重要创新机制。
本书介绍了CDM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政策、CDM项目开发流程、相关机构、方法学、项目设计文件等
内容。
为便于读者理解和应用，本书还详细介绍了7个CDM项目案例，包括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垃圾填
埋气利用、提高能效、煤层气发电等项目类型。
此外，本书从基准线情景识别、额外性分析、监测、指定经营实体审定和核查、执行理事会注册等角
度系统地介绍了项目开发经验。
    本书通过大量实际案例和实践经验，将CDM项目开发的国际国内政策、市场、程序、规范、案例等
融汇一体，对我国从事CDM相关工作的项目管理人员、项目开发商、咨询公司、项目业主，以及相关
领域的教学研究人员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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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中国CDM项目典型案例第二节 水电项目案例：甘肃小河9.6MW小水电项目四、项目采用的技
术说明从小河工程采用的技术来看，本项目采用径流式引水发电技术，该技术充分利用当地潜在可行
的水力资源，通过水轮机和交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成电能。
发电设备由杭州春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出产的发电设备在效率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
且小河电站是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首次采用此类型的技术。
从开发采用的技术上看，该CDM项目也面临以下技术难题：首先是方法学的难题。
由于CDM项目的开发必须时刻跟踪EB的最新规定，加上EB几乎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所以在方法
学上ACM0002和AMS—I．D也经过多次修正。
本项目在开发过程中，PDD的修正先后经过了AMS—I．D从第七版到第九版本的次方法学改动。
在基准线排放系数的算法上，从探索OM和BM到选择小规模CDM项目的电网发电构成的加权平均排
放系数，从选择最近一年的可获得的数据的电网排放系数到选择西北网最近3年平均的排放系数，本
项目PDD经过多次修正，前后达20次左右，主要原因是方法学还不成熟，需要时刻关注EB在方法学上
的最新动向。
其次就是关于功率密度的问题。
由于当时方法学ACM0002只针对径流式水电站而将大量带水库建设的水电站项目排斥在外，加上国内
外对径流式电站和库容式电站界定的不同，所以EB第23次会议上提出一项“权宜之计”，根据一些水
电丰富的国家的调查结果，总结出一种简单而又透明的标准，即以功率密度（w／m2）值作为阈值用
来确定水电站作为CDM项目活动的合格性，且规定如下：（1）当功率密度小于等于4w／m2时，水电
项目不能应用目前的方法学；（2）当功率密度大于4W／m2且小于等于10W／m2时，水电项目能应用
目前经批准的方法学，但要计人项目水库的排放，其排放因子为909C0：当量／kW·h；（3）功率密
度大于等于lOW／m2时，水电项目能应用目前经批准的方法学，并且可忽略来自水库的项目排放量。
所以当时EB在功率密度的要求上非常苛刻，要求无论是库容式还是径流式水电站不管规模大小都要
在PDD中给出功率密度的说明。
由于本项目直接用上一级电站的尾水发电，没有任何淹没和人El搬迁，且在项目所有的材料中都没有
给出淹没面积的数据，所以如何给出该项目的功率密度也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DNV的多次说明，最后在PDD中采取这种折中说法，即由于该项目没有任何淹没，其功率密度
远大于10W／m2故该项目符合功率密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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