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杭州市地方标准《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与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农业是“6+1”领域之一，农业

生产过程是一个投入各种要素形成农业产出的过程。农业碳排放指农

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资源消耗而产生的碳排放；这些资源主要包括

化肥、农药、农膜、汽油、柴油以及农业灌溉等方面。众所周知，农

业是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产生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碳排放

量，另一方面，农业也是重要的碳汇领域，是唯一有潜力通过低碳技

术相关实践将自身从净碳排放者转变为净碳汇的经领域，同时具有补

偿其它领域碳排放的能力。 

农业的发展要转变旧的观念，树立低碳农业的发展理念。低碳农

业是发展高效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必经发展路径，农业的发展要适应当

今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而加快循环农业和

创新农业的发展，促进整个农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 

2020 年，国家农业农村部提出生态农场的概念以及评价方法。

2021 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建设低碳生态农场的要求。低碳生

态农场是一种现代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农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最大

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技术革

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有

效地促进了农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其碳排放核算体系不明确，评价



 

方法不清晰，缺少系列化技术标准，导致减排固碳关键低碳技术措施

的推广及有效实施面临较大障碍。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到 2025 年全市建设 150 家低碳生态农场

和 1~3 家低碳生态农场试验区，亟需制定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体

系和评价方法，使得农场从建设到运行到产品输出有规范可以控制，

同时在保障粮食安全与稳产保供的基础上，赋予农场生态安全价值和

能源安全价值，对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丰富农业内涵，促进

科技、文化、生态、经济与农业的融合，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带动地

区农业产业升级，提升地区休闲产业效益，引领低碳生产、生活和消

费方式，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生态优美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因此，杭州市农技推广中心组织有关单位，依据有关标准规范，

经过调研和深入研究，现制定杭州市《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与评

价规范》。通过该规范的制定，以帮助农场准确核算自身的温室气体

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计划。同时也为主管部门掌握农

场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第一批杭州市标准化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农技推广中心，浙江大学，中国计

量大学。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2 年 2 月，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根据低碳生态农场建设

需求，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编制“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

与评价规范”的申请，先期与浙江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共同组建标准

起草小组，制定了编制标准实施方案，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

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 起草标准初稿 

起草小组收集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以及相关省市级地方核算标准，并查阅

了相关核算办法，于 2022 年 4 月份完成初稿和项目申报书，提交至

主管单位杭州市农业农村局，2022 年 7 月通过杭州市质量监督管理

局评审获得立项。2023 年 3 月，标准编制小组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本标准规定了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与评价要求，共分为 7

章。 

1 范围。本文件规定了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的术语与定义、

核算原则与流程、核算边界与范围、核算步骤与方法、核算质量保证、

核算报告与评价等内容。 

2 引用文件。本文件引用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GB/T 32150）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

规范性文件。 

3 术语与定义。对低碳生态农场、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等给

予了定义。 

4 核算原则与流程。规定了低碳生态农场的核算原则和流程。 



 

5 核算边界与范围。规定了低碳生态农场的核算边界与范围。 

6 质量保证。对数据质量和核算质量作了要求。 

7 核算报告与评价。对核算报告作了要求，规定了排放评价。 

2.3.3 修改标准稿 

本标准共进行了两次修改： 

2022 年 7 月第一次修改标准稿：对低碳生态农场的定义进行了

调整。 

2022 年 9 月第二次修改标准稿：对能源和种植过程中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进行调整。 

2.3.4 意见征求及修改完善 

征求意见的时间、范围、对象；意见的回收、汇总、处理情况等。 

2.3.5 专家评审及报批 

XXXX 年 XX 月 XX 日召开标准审定会；专家审定意见。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名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孙涛 浙江大学 负责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写 
郭水荣 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标准文本编制、资料收集 
尉吉乾 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标准文本编制、资料收集 
王京文 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标准文本编制、资料收集 
吴良欢 浙江大学 标准文本编制、资料收集 
马闪闪 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黄越 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商小兰 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姜铭北 淳安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姚志昊 杭州市农业农村事务保障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贺希格都楞 中国计量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 

韩科峰 浙江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 

程琪 浙江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 

陈翔 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徐著 萧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楼玲 余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赵海莹 中国计量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 

孟鹏翔 临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张海娟 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胡康赢 余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标准编制 

朱诚 中国计量大学 参与标准编制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两大原则：

一是一致性原则，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保持一致。

二是可操作性原则，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确保标准的准

确与严谨，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标准中主要技术参数来自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及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1）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2）分不同种类（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计算生

产过程中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包括识别温室气体、选择核算方法、

选择与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选择或测算排放因子和核算温室气体

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 

（3）数据质量保证和碳排放核算报告。 

（4）以碳排放强度按农场生产特点分类评价。 

（5）制定针对杭州市的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和评价指南。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标准遵循《标准化法》和《标准化实施条例》等国家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规及强制 

性标准无冲突。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标准实施后能促进农场从建设到运行到产品输出全过程的规范

管理，并能在全省范围内形成统一的低碳生态农场碳排放核算体系和

评价方法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3 年 3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