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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我国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双碳”背景下，碳足迹将
成为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有力
抓手。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15 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
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明确了我国产品碳
足迹管理工作目标和实现路
径，强化任务分工和政策协同，
提出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总
体要求、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
保障措施。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旨
在加快建立我国碳足迹管理体
系，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增进碳足迹工作国际
交流互信，助力新质生产力发
展和“双碳”目标实现。

鼓励有条件地区先行先试

碳足迹通常是指以二氧化
碳当量表示的特定对象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之和，特定
对象包括产品、个人、家庭、机
构或企业，石油、煤炭等含碳资
源消耗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
越大，碳足迹就越大，反之，碳
足迹就小。

“产品碳足迹是碳足迹中
应用最广的概念，是指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原材料
的生产、运输、分销、使用到废
弃等流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
和，是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
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 生态环
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裴
晓菲在生态环境部 5 月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举例说，塑料袋的生
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资
源，使用塑料袋会增加碳足迹；
太阳能热水器利用太阳能进行
加热，不需要使用传统能源，能
够减少碳排放，使用太阳能热水
器能够减少碳足迹。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减少碳
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共识。碳足迹管理
体系有助于量化和减少产品或
服务的碳排放，从而推动环境
可持续性的实现。建立碳足迹
管理体系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低
碳、环保产品的需求，提升企业
形象和竞争力；还可以帮助企
业更好地应对这些贸易壁垒，
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为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实施方案》提出四方面 22 条
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建立健全
碳足迹管理体系、构建多方参
与的碳足迹工作格局、推动产
品碳足迹规则国际互信、持续
加强产品碳足迹能力建设等。
其中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省市
基于自身实际开展产品碳足迹
试点，探索政策支持工具创新，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公共
采购、公众消费、绿色出行和碳
普惠场景中优先采购和使用碳
足迹较低产品。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开展先行先试，为国家完
善产品碳足迹管理工作提供经
验借鉴。

目前，全国已有城市积极
开展产品碳足迹试点工作。比
如，6 月 5 日，上海启动“产品碳
足迹认证”试点，发布了包括钢
铁、“新三样”等重点出口产品
以及家具、巴氏杀菌乳等民生
消费品等首批 11 项产品种类
规则采信清单，解决了产品碳
排放的核算应当算什么、怎么
算以及如何算得准等关键核心
问题。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方面表
示，“产品碳足迹认证”使产品
从生产、贮存、运输、流通直至
报废的碳排放都“有迹可循”，
这样一份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体检报告”，将促进企业更好
规划产品生产模式、及时调整
发展方向，在可持续发展、绿色
低碳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
远。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率先
在钢铁等重点行业推动该市

“产品碳足迹认证”试点。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核
心在于顶层设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的意见》提出“构建绿色低
碳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
出“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
期碳足迹标准”。2024 年《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碳足
迹管理体系”的任务要求。

在此基础上，《实施方案》
紧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分阶段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
建设目标。到 2027 年，碳足迹
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制定发布
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产品碳足迹
核算通则标准，制定出台 1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
则标准，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
库初步构建，产品碳足迹标识
认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初步建
立，重点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
衔接取得积极进展。

到 2030 年，碳足迹管理体
系更加完善，应用场景更加丰
富。制定出台 200 个左右重点
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覆
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
响力强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
库基本建成，产品碳足迹标识认
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全面建立，产
品碳足迹应用环境持续优化拓
展。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因子
数据库与碳标识认证制度逐步
与国际接轨，实质性参与产品碳
足迹国际规则制定。

在政策层面，我国有关部
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
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
系实施方案》《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统筹运用质量认证服务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
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
见》等相关政策。

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
按照发挥协同作用、形成政策
合力的原则，对已发布的各部
门碳足迹政策进行了全面梳

理。据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
化司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从
建立管理体系、构建工作格局、
推动规则国际互信、加强能力建
设四个方面明确碳足迹工作目
标和任务分工，重点任务更细
化、措施手段更聚焦，是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等 5 部 门 于
2023 年 11 月联合印发的《关于
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
布至今仅半年。

《实施方案》与《意见》有哪
些不同之处？在王鹏看来，《实
施方案》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
措施，如制定出台重点产品碳
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并明确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而《意见》则
更多地关注于加快建立产品碳
足迹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和指
导意见，缺乏具体的实施细节。
此外，《实施方案》更侧重于具
体执行和落地，通过制定核算
规则标准来推动碳足迹管理体
系的建立。而《意见》则更侧重
于政策引导和宏观指导，为推
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立
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

浙大城市学院文化创意研
究所秘书长林先平认为，《实施
方案》是十五部门联合印发的
一份综合性文件，旨在建立碳
足迹管理体系，推动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碳足迹
核算和管理。而《意见》是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一份
具体意见文件，旨在加快建立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推动重
点产品碳足迹核算和管理标准
的制定和实施。

绿色能源领域将迎发展机遇

不过，开展碳足迹管理体
系建设仍存在几道“坎”。王鹏
认为，一是标准不统一。目前，
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标准尚未统
一，导致不同企业和地区之间

的碳足迹核算结果存在差异，
影响了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公信
力和可比性。二是数据获取存
在难度。碳足迹的核算需要大
量的数据支持，但目前一些关
键数据的获取存在难度，如原
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数据
等。这影响了碳足迹核算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三是技术瓶颈
问题。虽然有一些现有的碳足
迹核算方法和工具，但还存在
一些技术瓶颈，如数据处理的
准确性和效率问题。这些技术
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四是企业参与度不高。目前，
一些企业对碳足迹管理体系的
参与度不高，可能是由于缺乏
足够的激励机制或者对碳足迹
管理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此次《实施方案》提出，政
府部门探索开展重点行业和细
分领域的产品碳足迹分级评定
和管理工作。鼓励企业参照相
关标准和要求开展自身和供应
链碳足迹评价，推动企业挖掘
减碳潜力、优化供应链管理、提
升产品低碳竞争力。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负责人表示，《实施方案》坚
持系统观念，按照循序渐进的
原则，从产品碳足迹着手，完善
国内规则，促进国际衔接，建立
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
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各方加强协调、形
成合力。下一步，生态环境部
将会同各部门、各地区全力打
造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工作
格局，以试点工作为抓手，统筹
推进各项任务落实，确保《实施
方案》落地见效。

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未来图
景如何？王鹏表示，随着碳足
迹管理体系的不断发展，相关
标准和规范将越来越完善，使
得碳足迹的核算、报告和验证
更加准确和可靠。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碳足
迹管理体系将更加数字化和智
能化，提高管理效率和准确性。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成为重点，绿
色能源领域将迎来巨大的发展
机遇。同时，节能减排技术、碳
捕获和存储技术等低碳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将成为推动碳足迹管理
体系发展的重要动力。”王鹏说。

林先平向记者分析称，能
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等重
点领域将加快碳足迹管理体系
的建设，有望成为减排的重点
领域；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等领
域也将迎来发展机遇，这些领
域将逐步实施碳足迹管理标
准，推动绿色低碳产品的推广
和应用。未来碳足迹管理体系
将更加完善和普及，涵盖更多
的领域和产品。

新疆木垒新疆木垒：：
打造千万千瓦打造千万千瓦
县级新能源基地县级新能源基地

6月 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250

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建设，工人正在

对风机基础进行混凝土浇筑。项目建

成并网后，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62.5

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187.93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23.1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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