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团体标准 

方便面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随着 2010 年人大会议上低碳经济的提出，为了响应低碳经济的

号召,中国本土企业已渐渐开始积极实施碳足迹分析及碳足迹标识。

绿色低碳在全球的发展，世界对产品的碳盘查越来越严格。一方面，

低碳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却也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习近平在 2020年 9月 22日第 75次联合国会议上明确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将力争在 2030 年以前达到碳排放的峰值，并

在 2060 年内实现减排。在这样的背景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

清洁生产势在必行，而碳足迹评价作为一项被全球广泛采用、能够直

观获取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自觉行为，对实现企业的碳减排具有重大

的指导意义。 

在全世界所有工业化生产的主食产品中，方便面的产量和地位仅

次于面包。在方便主食领域，中国方便面产量已列世界首位。就总体

而言，中国方便面生产尚处于发展阶段。随着方便面产业规模的持续

扩大，产品碳足迹核算与碳标签标注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一种生态

标签，碳标签是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手段。碳标签为企业节

能减排带来的经济效应创造了一种市场机制，通过对产品碳足迹进行

核算并如实告知消费者，鼓励生产商不断减少原材料、生产工艺和产

品销售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依据体系成熟的碳足迹核算方法学 PAS2050:2011 规范和

ISO 14040:2016、ISO 14067:2018等国际通用的核算标准，任务由



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归口，

由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起草负责。 

2. 主要工作过程 

在本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上海

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开展了具体

工作。 

1）确定标准的定位和方向。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选取一款方便面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

详细介绍了方便面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方法学的核算和应用过程，为相

关行业在实际核算过程中提供指导，并为方便面碳足迹核算方法学提

供转化思路。通过对方便面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和披露，有利于企业

减碳方案的制定，推动碳标签的应用，帮助企业逐步实现碳达峰及碳

中和目标。 

2）信息收集整理阶段。 

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始收集、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标准资

料和文献，提出相应的编写要求。 

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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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标准起草小组收集了以下标准资料和文献 ：GB/T 2589《综合能

耗计算通则等政策文件》、GB/T 24050—2004《环境管理术语（ISO 



14050：2002，IDT）》、GB/T 17400—2015《方便面》等国家标准和

T/GDES 20001—2016《产品碳足迹 评价技术通则》等团体标准。 

3）确定主要项目 

依据以上标准，结合行业相关特点编写了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系统边界、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产品碳足迹报告声明的

内容、验证等技术内容。 

3）征求意见及处理 

2023年 4 月 21日，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团体标准化网站及

绿色报告声明平台上广泛征求意见。后续将把收集到的反馈意见，经

标准起草组慎重考虑后，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标准，形成了标准的送

审稿。 

按标准研制流程，在标准征求意见结束，并对标准修改完善后，

标准编制工作组将会组织召开标准审定会，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标准

进一步修改完善，最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3. 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是由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提出并归口，标准编制

工作由上海康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

会等单位共同参与完成。 

二、 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的内容结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兼具合理性与实用性。 

《方便面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方便面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基本要求、目的和范围、

系统边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生命周期影响评价、计算方法、报告

声明的内容、产品碳足迹信息披露及验证等基本规则和要求。本文件

适用于方便面产品的碳足迹核算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了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对方便面等术语和定义做出规范。 

（4） 基本要求 

明确了方便面产品进行碳足迹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产品质量、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要求，以及说明了编制产品碳足迹

声明报告的依据标准。 

（5） 系统边界 

针对方便面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阶段，明确了方便面产品的碳足迹

系统边界。 

（6）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说明了方便面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对方便面产品碳足迹核算基

础数据的采集以及相关排放因子的确定做了详细要求。 

（7） 碳排放报告的内容 

列明了方便面碳足迹报告应该具备的内容。 

（8） 验证 



说明了对产品碳足迹报告公司/组织应对进行第三方独立验证

的要求，并明确第三方验证机构的应当提供的验证信息。 

 

三、 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

录及其使用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国内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的方便面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的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可补充完善产品标准体系。 

五、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

程度；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 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我国尚未有与方便面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七、 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

制性标准） 

不适用。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

的建议及其理由；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推荐性。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即开始实施。 

十一、 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

政策需要和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

因素，提出标准的实施日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

准） 

不适用。 

十二、 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 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

列标准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

录等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 0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