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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心怡、张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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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标签核算方法细则 第 2 部分：鲜、冻牛羊肉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鲜、冻牛羊肉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原则和流程、功能单位、核算边界、

分配数据收集、排放量核算、质量保证和核算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鲜、冻牛羊肉产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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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鲜、冻牛羊肉产品

鲜、冻牛羊肉产品指牛、羊胴体或胴体不同部位，剔骨分割修整后，经预处理、刨片、成型、包装、

速冻等工序而制成的鲜、冻牛羊肉产品。

[来源：GB/T 17238-2022、GB/T 9961-2008、GB/T 42120-2022]

3.2

产品碳足迹

基于仅考虑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

量与清除量之和。

3.3

温室气体排放

在特定时间段内，释放到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核算总质量（以质量单位计算）即温室气体排放。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件中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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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将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联的因子。

3.5

排放因子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3.6

二氧化碳当量

在辐射强度与某些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3.7

生命周期

产品生产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生命周期结束，包

括任何回收利用或回收活动。

3.8

生命周期评价

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

3.9

功能单位

用作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3.10

单元过程

生命周期评价中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3.11

输入

进入一个单元工艺的产品、物质或能量流。

注：产品和物质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共生产品。

3.12

输出

离开一个单元过程的产品、物质或能量流。

注：产品和物质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共生产品和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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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系统边界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3.14

取舍准则

对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或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在评价范

围之外所做的规定。

4 产品碳足迹计算

4.1 功能单位确定

功能单位应为有详细量化指标（如质量、体积、产量、营养素含量等）的单位产品。鲜、冻牛羊肉

碳足迹评价报告中应以每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来记录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结果。

4.2 系统边界设定

4.2.1 一般要求

鲜、冻牛羊肉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应包括从原材料生产、农场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消费阶段、

废弃物处置回收阶段。

系统边界的设定可根据评价的目的而确定。包含下列 4 种形式：

a) 涵盖整个生命周期阶段（从摇篮到坟墓）的产品碳足迹评价；

b) 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离开生产阶段（从摇篮到大门）的产品碳足迹评价；

c) 从生产阶段到离开销售组织（从大门到销售）的产品碳足迹评价；

d) 生产阶段的产品碳足迹评价（从大门到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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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边界示意图

4.2.2 产品原料获取和农场阶段

产品原料获取和农场阶段的碳排放来自原料种植、动物养殖、微生物发酵、辅料生产、包材生产、

土地利用变化、能源使用、原料运输、原料储存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

4.2.2.1 原料种植

原料种植阶段碳排放来源包括种子生产、运输、农作物生长（播种、灌溉、施肥、收割和翻耕等）

过程环节。

4.2.2.2 动物养殖

动物养殖碳排放来源包括饲料生产、肠道发酵、粪便管理、养殖场等能源消耗环节。

4.2.2.3 微生物发酵

微生物发酵过程涉及原料处理、发酵、分离、干燥、包装、工艺水制备、压缩空气生产、废水废气

治理等环节。

注：非以上来源的原料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碳排放环节。

4.2.3 生产加工阶段

生产加工阶段的碳排放来自生产加工能耗、包装过程、产品储存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生产加工一

般包括采购、进库验收、原料贮存、预分选、清洗、干燥、切分分级、粗加工、深加工、灌装、杀菌、

包装和品质检验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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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收储运输阶段

分销运输阶段的碳排放来自分销、运输和储存能耗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运输阶段的碳排放除了来

自铁路、公路和民用航空主要来源于天然气、燃煤和电能的使用。

4.2.5 消费阶段

消费阶段的碳排放来自牛羊肉加工耗能和储存等方面，主要来源于天然气、燃煤和电能的使用。

4.2.6 废弃物处置阶段

废弃物处置阶段的碳排放来自产品最终被消费后造成的浪费、进行回收利用和最终处置工作等方面。

其中牛羊肉产品的餐余垃圾主要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要成分，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等。

4.3 数据收集

4.3.1 基本要求

牛羊肉产品碳足迹评价数据收集应涵盖系统边界内的所有单元过程，须收集纳入系统边界内所有单

元过程涉及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根据生产流程图合理分配每个阶段的

数据，做到数据真实可靠。

4.3.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自行收集，现有相关生命周期分析数据库、非报告性数据和文献数

据。其中自行收集数据主要是以单元过程为基础进行的，通过测量、计算或估算而收集到的数据，均可

用于量化单元过程的输入和输出。

4.3.3 数据分类

碳足迹计算宜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过程需要收集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通常包

括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和次级活动水平数据。初级数据是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直接测量获得的，次级数据

是同类原料或过程平均或通用测量的，如农业协会的行业报告中的数据。

4.3.4 数据选择

计算时宜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为减排提供可能性。初级数据可由企业内部人员或第三方收集。

如果无法获得初级数据，则可使用来源可靠的次级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应遵循PAS 2050 中碳足迹计算

的数据质量规定。

4.3.5 数据汇总

收集到足够数据后进行数据汇总，汇总后输入过程的总量应与输出过程的总量相等，即质量平衡。

4.4 分配

分配应满足 GB/T 24040-2008 及 GB/T 24044-2008 的相关要求。

注 1：对于辅助性过程或污水/废物处理过程，分配应基于产量（如产品重量或产品数量）。

注 2：若所评价产品和其它产品一起被运输，则应基于产品重量或体积（无论哪一项是制约因素）来对运输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分配。

4.5 碳排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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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取舍准则

应纳入系统边界中所有排放，需要对数据的取舍准则进行规范。根据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在

保障核算的产品碳足迹覆盖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的 95%以上的前提下制定取舍准则，并对相关取舍形

成文件说明。

4.5.2 产品全生命周期及特定阶段碳足迹计算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碳排放总量应是每项活动的所有材料、能源和废物与其排放因子乘积

的和等。

产品全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E）计算见公式（1）：

E = Ea + Eb + Ec + Ed + Ee ……………………………… （1）
式中：

E——产品全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

Ea——原材料获取和农场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Eb——生产加工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Ec——分销运输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Ed——消费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Ee——废弃物处置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Ea，Eb，Ec，Ed，Ee分别为产品原材料获取和农场阶段，生产加工阶段，分销运输阶段，消费阶段

和废弃物处置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kg CO2e）。

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第X个阶段的碳足迹（Ex）计算见公式（2）：

Ex = Ai × EFi × GWPi� ……………………………… （2）
式中：

Ex——产品全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

Ai——第i种排放源的活动水平（如耗煤量）；

EFi——第i种排放源的排放因子（单位燃料下二氧化碳排放量）；

GWPi——温室气体的增温潜势（参考附录B）。

4.5.3 不同来源的碳排放计算

4.5.3.1 化石燃料燃烧过程

产品生命周期中生产加工设备运行、原料和产品运输与储存等过程涉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公式见公式（3）：

E燃烧 = ADi × EFi� ……………………………… （3）

式中，

E燃烧——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ADi——第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固体或液体燃料以t为单位，气体燃料以万Nm3为单位；

EFi——第i种燃料的排放因子（tCO2/t、tCO2/万Nm3）；

i——化石燃料的种类。

第i种化石燃料排放因子的计算见公式（4）：

EFi = NCVi × CCi × OFi × 44 12� ………………………………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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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Vi——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GJ/t，GJ/万Nm3）；

CCi——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44 12——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4.5.3.2 电力和热力使用过程

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生产加工设备等用电过程中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公式见公式（5）：

E电力 = AD电力 × EF电力 ……………………………… （5）

式中：

E电力——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AD电力——电力消耗量（MW·h）；

EF电力——电力消耗的碳排放因子（tCO2/MW·h）。

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部分工序需要使用热力，热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公式见公式（6）：

E热力 = AD热力 × EF热力 ……………………………… （6）

式中：

E热力——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AD热力——热力消耗量（GJ）；

EF热力——热力消耗的碳排放因子（tCO2/GJ）。

4.5.3.3 外购原料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生命周期中使用外购原料（如包材、辅助性材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公式见公式（7）：

E原料 = AD原料i × EF原料i� ……………………………… （7）

式中：

E原料——使用原料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

AD原料i——第i种原料的消耗量（t）；

EF原料i——第i种原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tCO2/t）；

i——原料的种类。

4.5.4 活动数据获取

活动数据应根据企业生产过程监测记录获得，化石燃料消耗量应根据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

来确定，原材料消耗量应根据企业采购账单或采购记录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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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排放因子获取

排放因子采取真实原则和就近原则进行选取，优先选用符合质量要求的企业实测值。有条件的企业

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化石燃料进行定期检测，或自行检测，获取排放因子相关参数。外购原料相

关排放因子优先选用企业或其上下游实测数据。没有实测条件的企业，可采用附录 A 的推荐值。

5 不确定性检查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检查包括以下3方面：

a）确定已使用质量好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代替次级活动水平数据；

b）确定选用的次级活动水平数据更符合实际；

c）邀请同行权威专家对碳足迹评价流程进行监督评审。

6 报告编写

碳足迹评价报告的内容包括碳足迹评价的结果、所报告组织的情况描述、背景和目的、产品介绍、

计算的功能单位、碳足迹评价的模式、系统运行边界、生产流程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温室气体排放

评价过程、不确定性分析、结论与建议以及其他支持信息等。

7 评价结果通报

7.1 通报形式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结果可以产品分级或碳标签的形式通报。

7.2 产品分级

根据计算得到的碳足迹水平对不同食品产品进行分级，基数不小于 2 级，不超过 5 级。

7.3 产品碳标签

产品碳标签可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碳排放量类型、碳标识类型和碳等级类型。

a) 碳排放量类型：即根据碳足迹评价的结果，披露产品的碳排放量；

b) 低碳标识类型：当产品的碳排放量达到规定的较小值时，授予低碳标识，即具有低碳标识的产

品碳排放较低；

c) 碳等级类型：该类型的低碳产品标志进一步公布该产品的碳排放在行业中所处的水平或等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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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常用燃料、电力、热力、食材和其他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推荐值

常用燃料、电力、热力、食材和其他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

表 A.1 常用燃料相关参数及排放因子推荐值

燃料类型 燃料名称 计量单

位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10-3tC/GJ

燃料碳氧

化率%
CO2排放因子

tCO2/t，
tCO2/104Nm3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 27.4 94 2.51
烟煤 t 19.570 26.1 93 1.74
褐煤 t 11.9 28.0 96 1.17

洗精煤 t 26.334 25.41 90 2.21
其他洗煤 t 12.545 25.41 90 1.05
其他煤制

品

t 17.460 33.60 90 1.94

石油焦 t 32.5 27.5 100 3.28
焦炭 t 28.435 29.5 93 2.86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 20.1 98 3.02
汽油 t 43.070 18.9 98 2.93
柴油 t 42.652 20.2 98 3.10

燃料油 t 41.816 21.1 98 3.17
煤油 t 43.070 19.6 98 3.03

液化天然

气

t 44.2 17.2 98 2.73

液化石油

气

t 50.179 17.2 98 3.10

炼厂干气 t 45.998 18.2 98 3.01
焦油 t 33.453 22.0 98 2.64

气体燃料 焦炉煤气 104Nm3 179.81 13.58 99 8.86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0 70.8 99 8.48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0 49.6 99 15.12
其他煤气 104Nm3 52.270 12.2 99 2.31
天然气 104Nm3 389.31 15.3 99 21.62

表 A.2 电力和热力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推荐值

名称 推荐值

电力 0.5810tCO2/MW·h
热力 0.11tCO2/GJ
注：电力因子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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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其他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推荐值

名称 推荐值

自来水 0.168 kgCO2e/t
包装纸箱 1.137 kg CO2e/kg
塑料薄膜包装袋 3.24 kgCO2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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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B

（资料性）

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

表 B.1 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价报告“自然科学基础”（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2013）中给出的主要温室气体百年时间尺度的全球增温潜势值（GWP）。

表 B.1 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GWP）
温室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GWP（100-yr）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8
化石甲烷 CH4 30
氧化亚氮 N2O 298
HFC-23 CHF3 14,800
HFC-32 CH2F2 675
HFC-125 CHF2CF3 3,500
HFC-134a CH2FCF3 1,300
HFC-143a CH3CF3 4,470
HFC-152a CH3CHF2 124
HFC-227ea CF3CHFCF3 3,220
HFC-236fa CF3CH2CF3 9,810
HFC-245fa CHF2CH2CF3 1,030
六氟化碳 SF6 22,800
PFC-14 CF4 7,390
PFC-16 C2F6 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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