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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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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荣佳盈标准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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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编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编制指南的基本原则、构建标准体系的一般方法、标准体系表

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的编制，其他类型的组织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16-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达峰

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

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

3.2

碳中和

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

相对“零排放”。

4 标准体系基本原则

4.1 协调一致性

各项标准之间搭配得当、和谐一致、互相衔接，保证相关因素之间具有必要的衔接性与一致性，向

相邻领域范围扩散、开展时保持统一性与协调性，为其正常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4.2 目标明确性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应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在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标

准，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结构。

4.3 全面成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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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应由一整套互相衔接、互相制约的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工作标准组合而成，

具有全面性和成套性的功能。

4.4 层次适当性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在结构层次秩序上适当得体，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又具有共同

的规律。

4.5 划分清楚性

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规划对相应标准进行划分，要求划分清晰、明确、清楚。同一项标

准不能占两个以上的标准类别。

4.6 动态开放性原则

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结合时代对标准化活动的要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

系应具有动态发展和开放性。

5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

图 1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框架图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由碳排放基础通用标准子体系，碳排放基础通用标准包括碳减排标准子体系、

碳清除标准和市场化机制标准子体系三个部分构成，符合图 1 的内容。

6 碳排放基础通用标准

6.1 子体系框架图

符合图 2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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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碳排放基础通用标准框架图

6.2 术语及分类

6.2.1 指在碳排放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

6.2.2 碳排放来源分为三类：

a) 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

b) 其他工业生产中释放的二氧化碳；

c) 农业及其他活动中释放的二氧化碳。

6.2.3 碳信息披露是指自主或响应政府和其他组织要求，以企业或集团为单位，计算该单位在生产活

动中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编制碳排放信息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的相关标准。

6.3 碳排放的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

涉及建设碳排放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对碳排放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工作进行规范化

管理，包括碳清单、碳排放、产品碳足迹，以确保真实、全面、准确反映碳排放数据的相关标准。

6.4 低碳管理及评价

涉及宣传、推广低碳、近零碳和碳中和的低碳生活观念，完善和落实政策体系，加强低碳管理的宣

传和培训，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的相关标准。

7 碳减排标准

7.1 子体系框架图

符合图 3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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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碳减排标准框架图

7.2 节能

涉及可能减少能源消耗量，生产出与原来同样数量、同样质量的产品，或以原来同样数量的能源消

耗量，生产出比原来数量更多或数量相等质量更好的产品的相关标准。

7.3 非化石能源

涉及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水能、氢能、核能等能源类型的相关标准。

7.4 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利用

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只供一次性使用的能源清洁低碳利用的先进技术的相关标准。

注：双碳即“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简称”。

7.5 生产和服务过程温室气体减排

涉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管理、排放限额等标准，规范各行业的操作，也包括地方采取减排计算

方式和地方因地制宜的相关标准。

7.6 资源循环利用

涉及对自然资源综合开发、能源原材料充分加工利用和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的资源成分、特性和赋

存形式的相关标准。通过循环利用，发挥资源的多重功能，使其转化为社会所需物品的生产经营行为，

最大限度地减少固体废弃物，推动形成更加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相关标准。

8 碳清除标准

8.1 子体系框架图

符合图 4 的内容。

图 4 碳清除标准框架图

8.2 生态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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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态系统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通过林业碳汇、农业碳汇、海洋渔业碳

汇、湿地碳汇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

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相关标准。

8.3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涉及碳捕获、运输、利用与封存关键技术相关标准。

8.4 直接空气碳捕集（DAC）

涉及以空气为 CO
2
的输运媒介，直接从 40Pa 气体分压下富集 CO

2
的技术，通过捕集装置直接从空气

中去除 CO
2
以降低大气 CO

2
浓度的碳捕集技术的相关标准。

9 市场化机制标准

9.1 子体系框架图

符合图 5 的内容。

图 5 市场化机制标准框架图

9.2 绿色金融

涉及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的相关标准，即对环保、节能、

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相关

标准。

9.3 碳交易

涉及碳排放权交易、碳汇交易、衍生品交易的相关标准。

9.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涉及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自然要素生态服务正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通过正外

部性显化增加生态保护者的收益，减少生态产出方和消费方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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