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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碳”目标的逐步推
进，绿色低碳生活渐成风尚。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印发《产
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
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明
确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的
工作目标和实现路径，旨在加
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碳足迹
核算标准体系，积极推动团标、
行标和国标互相衔接、同向发
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
碳转型，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和双碳目标实现。

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
再迎重要依据

产品碳足迹，简单来说就
是一件产品从原料开采到最终
废物处理处置时的全生命周期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就
像人们走过的地方会留下脚印
一般，留下众多“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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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
发言人裴晓菲说。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二氧化
碳（CO2）、甲烷（CH4）、和氮氧
化物（N2O）等。”胡杨新能创始
人卢洋说。

近年来，碳足迹管理已经
成为碳市场中颇有热度的高频
词汇之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碳排
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
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2024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
等 15 部委印发《关于建立碳足
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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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碳
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9 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 准 委 ）批 准 发 布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
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规
定了产品碳足迹的研究范围、
原则和量化方法等。

为了更好地健全碳足迹管
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多部委在 2024 年 10 月印发了
《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

作方案》；同年 11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印发了《重点工业产品

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编制指

南》。这两个文件均对加快完

善我国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

算方法和规则标准提供了努力

方向和基本遵循。

日前发布的《工作指引》，

更是针对我国产品碳足迹核算

标准体系的主要问题，以《温室

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

指南》国家标准为基础，明确了

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目标

和要求。其重点任务更细化、

措施手段更聚焦，是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产品碳足迹标准编制

的重要依据。

仍有短板待补齐

如今，绿色低碳消费已经
成为热潮，越来越多的国际贸
易规则也将碳排放数据纳为
必要的考核指标，碳足迹已成
为 产 品 出 海 的 重 要“ 绿 色 通
行证”。

据 2023 中国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有 73.8% 的消费者会
在日常生活中优先选择绿色、
环保的产品或品牌，90 后消费
者对绿色产品的溢价接受度最
高。这意味着，更绿色更低碳
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将具有更
多的市场竞争优势。

不过，开展碳足迹管理体
系建设仍存在几道坎。

“现有的碳足迹国际标准
主要由欧盟主导，然而欧洲国
家的国土面积、空间差异无法
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
异显著相类比，国际标准的实
用性受到挑战。”一位业内人
士说。

除了国际标准不适用于我

国国情外，目前我国碳足迹管
理标准尚未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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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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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瓶颈和企
业参与度不高，也制约着碳足
迹管理体系的发展。”上述业内
人士说。

“当前我国碳足迹数据库
建设工作百花齐放，但是仍然
存在数据标准不一、互联互通
不足和国际认可困难等问题。”
清华大学碳中和讲席教授、环
境学院副院长徐明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看
来，现有的“双碳”政策主要以
直接排放主体为监管对象，在
碳足迹管理中还应注意到供应
链的全系统排放。

“在底层数据上，我们没有
建成符合国际认可的、全面支
撑产品碳足迹管理工作的系统
数据库。同时，国内许多从事
碳足迹认定的企业还缺乏国际
知名度和认可度，只能服务部
分国内场景。”贺克斌对中国城
市报记者说，我国在碳足迹的
规则、标准体系化等方面，大部
分面对的是国内企业，缺乏国
际认可度和竞争力，因此，以产
品为杠杆倒逼供应链减排，还
需要全新监管机制。

算好碳账还需健全
碳足迹管理体系

看不见、摸不着的碳足迹，

如何能够算清楚？
“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碳足

迹管理体系，对重点产品和服
务的碳足迹进行精确计算和统
筹 管 理 ，让 碳 减 排 有‘ 迹 ’可
循。”卢洋说。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相关负责人在日前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工作指引》提出
四方面 20 条重点工作任务用
来完成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
制工作。

“一是明确碳足迹核算标
准制定路线与技术要求。内容
包括明确碳足迹核算标准制定
路线，统一碳足迹核算标准文
本、核算边界、活动数据获取和
因子数据质量要求，加强碳足
迹核算数据质量管控工作等内
容。二是协调各类碳足迹核算
标准协同发力。包括稳步推进
碳足迹国家标准制定，明确碳
足迹行业标准制定重点，规范
碳足迹地方标准，探索制定新
兴领域碳足迹团体标准，鼓励
链主企业研制碳足迹企业标
准，定期开展碳足迹核算标准
的后评估工作。三是促进碳足
迹核算标准有序衔接和实施应
用。包括完善碳足迹核算标准
协调机制，加强碳足迹行业标
准跨部门协调，完善碳足迹团
体标准评价采信机制，促进碳
足迹核算标准有效应用，加强
碳足迹核算标准宣贯培训。四
是加强碳足迹核算标准国际交
流衔接。包括加强国内外碳足
迹标准协调衔接，积极参与碳
足迹国际标准制定，推动碳足
迹标准国际交流合作。”上述负
责人说。

此外，产品碳足迹核算标
准体系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相关各方积极参与、形
成合力。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手段之一，产品碳足迹管理
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关
键一环，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的重要任务。”贺克斌 在
日 前 由 清 华 大 学 牵 头 、联 合
50 余 家 重 点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
行业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共
同发起成立“碳足迹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产品碳
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目前在标
准、数据、工具、场景和能力等
方面仍面临一系列关键科技
挑战，需要产、学、研、用各界深
度合作。

“针对数据标准不一的问
题，联盟基于国内外相关标准
和方法，编写了《生命周期评价
数据集构建导则》并向全社会
征求意见，以期建立统一、国际
领先的数据集构建标准。针对
互联互通不足和国际认可困
难的问题，联盟建立了‘天工
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平台’，来
自社会各界的数据库可以在
符合统一标准的前提下通过
平台进行发布，开放数据与商
业数据共存，为用户提供互联
互通的数据资源，在满足条件
的时候向国家产品碳足迹因
子库贡献数据，同时形成合力
共同争取国际认可。目前，该
平台已经汇聚了来自多个机
构的超过 1.2 万条数据，待审
核完成后将正式对外发布。”徐
明说。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
同相关部门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碳足迹工作的安排部
署，主动担当作为，动员多方参
与，会同各方全力打造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统
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实，确保《工
作指引》落地见效。”上述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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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重庆丰都：
抗冰雪 保供电

1月9日，重庆市丰都县仙女湖

镇厢坝村，电力工人对高压铁塔线

路进行检查维护。近日，重庆市多

地迎来大幅度降温、降雪天气。丰

都县电力部门迅速行动，加大对高

山地区输变电设备的监测维护和巡

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保障电网可

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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