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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背景及意义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产业园区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源，其排放量约占

全国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准确核算碳排放总量、科学分析排

放结构、有效对比排放水平，对于园区加强碳排放管理、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 

碳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承担了全国多家国家级经开区

碳达峰实施方案、高新区绿色发展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在碳排

放现状核算过程中发现，产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尚未形成规范、

统一的核算标准。此外，由于园区在行政体制、组织结构等方

面的特殊性，其经济、能源、环境统计体系较城市层面均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完整性，同时，在国家统计体系中产业园区并非

专门的统计单元，各园区数据的统计范围、口径及可得性存在

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不同研究中采用的核算边界、范围与方法

等存在较大差异，制约了核算结果的可比性，难以支撑面向大

量产业园区制定定量化碳减排路线图的决策需要。因此，碳路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和园

区管委会，共同开展本标准编制工作。 

（三）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碳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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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南昌

大学流域碳中和研究院、苏州清华环境创新研究院、中环联合

（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市开发区协会、上海市开发

区协会、天津市开发区协会、浙江省开发区研究会、苏州工业

园区、广州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德生态园、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 

（四）标准的编制过程 

2022 年 8月 16日，在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标准完成

内部立项，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此后，标准编制组继续开展大

量文献研究并调研多家园区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准备标准立

项工作。9 月 18 日，完成了《标准立项申请书（初稿）》，并提

交至中国生态学学会进行立项论证。中国生态学学会组织 3 位

专家对《标准立项申请书（初稿）》进行了评审，针对专家提出

的 8 条具体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

《标准立项申请书（终稿）》和修改说明，提交至中国生态学学

会审核。11 月 1 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发布公告，决定对本标准

进行立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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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

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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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考虑核算方法的科学性、数据可得性、操作简便性，

以及核算结果的可比性。 

4）碳排放核算方法总体遵循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主要参考依据包括《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0、《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系列

标准、《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城市温室气体

核算工具指南》等。 

（二）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核算边界 

1）温室气体种类 

我国设定的 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为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因

此，现阶段产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主要考虑二氧化碳排放。 

2）排放源 

根据国家双碳办《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征求意见稿）》，

中、美、欧最新年度的温室气体清单显示，能源活动和工业生

产过程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比重分别为 99.8%、99.9%、99.6%，其

他领域产生碳排放占比极低。综合考虑科学性和可行性，现阶

段碳排放核算边界为能源活动及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

放。因此，本标准参考《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征求意见稿）》，

设定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范围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

购入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输出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3）组织边界 

根据前期大量调研结果，产业园区目前无法统计和收集一

产、三产和居民生活的能源消费数据，短期内也没有有效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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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路径，因此，按照目前能源统计制度，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

放核算边界为产业园区注册的全部“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

重点服务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2.核算方法 

产业园区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区内工业企业，因此核

算方法主要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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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标

准。 

3.排放因子 

考虑产业园区排放结果的可比性，排放因子全部采用缺省

值。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常见含碳原料、辅料、材

料和输出物的含碳量缺省值、供热排放因子来源于《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 系列标准。供电排放因子采

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中，

电网排放因子 0.5810 tCO2/MWh。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目前，此标准在天津经开区、苏州工业园、广州经开区、

合肥经开区、石河子经开区、明水经开区、柯桥经开区、天津

港保税区等多个产业园区开展了试算，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大多

数产业园区仅能统计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对于标准规定

的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

务业企业，若能耗总量未达到重点耗能企业标准（一般为年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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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则无法从现有能源统计体系中获

取其能源消费数据。 

四、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

情况 

目前，此标准已经在多个产业园区开展了试算，下一步，

将通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继续推广使用本标

准。 

五、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一）国家层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要求所有缔约方采

用缔约方大会议定的可比方法，定期编制并提交所有温室气体

人为源排放量和吸收量国家清单。IPCC 的清单方法学指南，是

世界各国编制国家清单的技术规范和参考标准。根据《2006 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IPCC2006 年清单》），

国家温室气体的核算范围包括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

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以及其他部门。IPCC 指南中

提供的排放因子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

方法，即把有关人类活动发生程度的信息（称为活动数据）与

量化单位活动的排放量或清除量系数（即排放因子）结合起来。

根据方法的复杂程度与各国可获取数据的详细程度，指南将方

法学分为 3个层级，第 1 层为方法 1（Tier 1 method），是基本

方法，第 2 层为方法 2（Tier 1 method），是中级方法，第 3

层为方法 3（Tier 1 method），要求最高。 

（二）城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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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资源研究所（WRI）、C40 城市气候领袖群（C40）

和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的

支持下，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

（GPC），旨在提供统一透明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为

城市制定减排目标、追踪完成进度、应对气候变化等提供指导。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城市基于 GPC 测试版，建立了城市温室气体

清单。 

根据 GPC，温室气体清单的边界可以是城市、区县、多个行

政区的结合以及城市圈或者其他，排放源则包括固定能源活动、

交通、废弃物、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土地

利用以及城市活动产生在城市地理边界外的其他排放。上述排

放活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范围一（城市边界内的直接排放）、范

围二（城市边界内的间接排放）和范围三（由城市边界内活动

产生，但发生在边界外的其他间接排放）。鉴于数据可得性和不

同城市间排放源的差别，GPC为城市提供了“BASIC”和“BASIC+”

两种报告级别。前者包括固定能源活动和交通的范围一和范围

二排放，废弃物处理的范围一和范围三排放。后者的报告范围

还包含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以及

跨边界交通。在计算方法上，GPC 建议使用与 IPCC 国家清单指

南中相一致的方法进行计算。在该标准下，城市温室气体清单

可以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汇总，从而能够为评价城市减排贡

献、提高国家清单质量等提供支撑。 

（三）组织、项目和产品层面 

组织、项目和产品层面通用的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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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SO 14064 和 ISO 14067两个，其中 ISO14064 适用于组织或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ISO14067 适用于产品碳足迹的核算。 

ISO 14064 包含以下三部分：ISO 14064-1：组织层次上对

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2：

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或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

指南。 

按照 ISO 14064-1:2018版，组织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分为六

类：范围一：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

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通常分为固定源燃烧排放、移

动源燃烧排放、逸散排放、制程排放等类型；范围二：输入能

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组织所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或蒸

汽的生产而造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三：运输产生的间

接温室气体排放量。通常指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但非

组织直接运营控制的上游或下游的运输活动产生的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范围四：组织使用的产品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通常指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采购的商品或服务产生的间

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五：与使用组织产品有关的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量。通常指组织的产品或服务被使用产生的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范围六：其他来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通常指上

述类别无法包含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综上，本标准综合考虑我国碳达峰目标、产业园区数据的

可得性、核算数据的可比性，与上述国际标准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一是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仅包括二氧化碳，非七种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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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二是核算的范围仅为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购入

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输出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相

当于部分的范围一和范围二；三是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缺

省排放因子，不支持采用自测的排放因子。 

六、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协调一致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目前，此标准已经在多个产业园区开展了试算，下一步，

将通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继续推广使用本标

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十二、其他格式要求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