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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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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现状1

2024.8.11

2022.10.18 2024.7.14 2024.10.8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国市监

计量发〔2022〕92号

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
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5
年)-发改环资〔2024〕1046号

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
系工作方案-发改环资

〔2024〕1479号

2024.8.22021.10.24 2024.5.23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
系工作方案

-国办发〔2024〕39号

2024—2025年节能降
碳行动方案-国发
〔2024〕12号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国发〔2021〕

23号

双碳政策持续推进

碳排放计算是碳减排的
重要工作基础

识别碳排放源1 量化减碳目标2 评估减排成效3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现状1
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温室气体管理及相关活动分委会房屋建筑技术委员会-建筑可持续性和结构工程分委会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试行)》粤建科〔2021〕235号

《江苏省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导则》苏建科〔2023〕153号

……

住建系统

《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服务业》DB11/T 1785

《公共机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DB32/T 4229

……

环境系统

ISO/TC59/SC17

《建筑使用阶段的碳计量:计算、报告和沟通》ISO16745-1

《建筑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产品声明的核心规则》ISO 21930

GHG Protocol……

ISO/TC207/SC7 

《在组织层面指导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

-ISO 14064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通信的要求和规范》

ISO14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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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现状1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JGJ/T 498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木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5

《高强钢结构设计标准》JGJ/T 483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标准》GB 50495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JGJ144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475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JGJ/T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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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特征与发展动态2
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占比仅
1%左右

建材生产及运输部分导致的碳排放占比
14-29%左右

运行阶段碳排放占比高达
70~85%左右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空调

采暖

生活热水

其余家电

照明

公用动力（水泵风机电梯等）

0% 10% 20% 30% 40% 50% 60%

照明

插座

供冷

供暖

电梯

生活热水

典型居住建筑运行阶段分项碳排放 典型公共建筑运行阶段分项碳排放

从全寿命期看，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占比最大，且运行阶段涉及的建筑使用者多，如居建的住户和公建的租户，对运行碳
排放影响较大，因此应定期对建筑运行碳排放进行评估，引导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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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特征与发展动态2

来源：《2024中国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研究报告》——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重庆大学

全国建筑运行综合碳排放因子从2010年的2.32 kgCO2/kgce下降至2022
年的1.94 kgCO2/k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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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特征与发展趋势2

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CaGBC）定义的零碳建筑是“利用在建筑现场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和采购的高质量碳补偿
措施减碳量以抵消建筑材料和运营相关的年度碳排放的高效节能建筑。”（全生命期）

美国能源部发布了《National Definition of a Zero Emissions Building（零排放建筑的国家定义）》，零碳建筑
是指没有能源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且完全由清洁能源供电（包括场地内和场地外）的高效节能建筑，建筑的运
行碳排放降低到零的同时建筑隐含碳达到最小化。（涉及隐含碳，不允许抵消）

零碳建筑

净零碳建筑

UKGBC联合多个组织发布净零碳建筑标准先行版，定义是“一座高能效的建筑，所有剩余的运营能源使用均
来自可再生能源，最好是在现场，但也可以在场外生产，以实现每年运营中的净零碳排放”。（全生命期）

纽约州能源研究与发展局发布《THE FUTURE OF BUILDINGS——New York’s Carbon Neutral Buildings 
Roadmap》，定义碳中和建筑是一种高效节能的建筑，在设计、建造和运营过程中不会产生导致气候变化的碳排
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逐步实现现场完全无化石燃料使用，并达到建筑全面电气化；在设计和运行使用过程考虑
用电负载的灵活性，支持电网脱碳，并最终到2040年脱碳电网建立后，建筑使用的电力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或其他
零排放源供应。（全生命期）

碳中和建筑

《碳中和建筑评价标准》（T/CECS 1555-2024）的碳中和建筑定义是“通过优化建筑设计、建材选用、建筑施工
和运行管理，提高建筑自身的节能减碳能力，合理应用碳信用、绿色电力等措施，达到净零碳排放状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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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特征与发展趋势2

中国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美国  LEED V4、V5，建材的EPD要求
英国  BRREAM，建材的EPD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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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特征与发展趋势2
• 制定碳管理计划
通过实施全面的计划来管理整个生命周期的碳，
从一开始就实现项目愿望并实现价值最大化。
• 制定可信、明智的碳减排目标
了解如何设定有科学依据的现实目标，以实现
成功的项目成果。
• 在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之间建立联系
通过利用现有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在项目的
价值链中淘汰碳排放。
• 在项目的所有阶段寻找机会
确定并维护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包括设计、施
工和维护）的碳减排机会登记册。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 Architecture 2030, Canada Green 
Building Council, Chile GBC, Green 
Building Council Italia, New Zealand 
GBC, Polish Green Building 
Council, RIBA, Singapore GBC, SME 
Climate Hub, Turkiye GBC, UK Green 
Building Council ……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https://usgbc-ca.org/


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建筑碳中和声明标准》介绍3

n 凸显行业特征

n 规范报告内容

n 提高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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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建筑碳中和声明标准》介绍3

1.量化建筑碳排放，进
行碳中和实现声明；
2.分析计划执行效果，
明确改进方向，[Check]
改进调整；[Act]
3.制定碳中和目标及中
和计划，进行碳中和
承诺声明。[Plan]

1.首次量化得出建
筑碳排放基线；
2.制定碳中和目标
及中和计划，进行
碳中和承诺声明。
[Plan]

1.量化建筑碳排放，
进行碳中和实现声明；
2.分析计划执行效果，
明 确 改 进 方 向 ，
[Check]改进调整；
[Act]
3.制定碳中和目标及
中和计划，进行碳中
和承诺声明。[Plan]

执行中和计划。
[Do]

中和周期1

建筑碳排放

基线日期 中和日期1

建筑排放量
碳减排后剩余量

碳减排、碳清除后剩余量/碳抵销量

中和日期2

时间
中和周期2

中和日期n
……

执行中和计划。
[Do]

量化建筑碳排放，
进行碳中和实现声
明

第一碳中和周期建筑碳排放

第二碳中和周期建筑碳排放

第三碳中和周期建筑碳排放

中和周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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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建筑碳中和声明标准》介绍3
3 基本规定
3.0.1 进行建筑碳中和声明的建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能耗总量和
强度均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要求，新建建筑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要求；既
有建筑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的
要求。
3.0.2 进行建筑碳中和声明的建筑宜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
3.0.3 进行建筑碳中和声明的建筑可为单栋建筑、建筑群或界限明
确的建筑空间，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采用建筑所属工程项
目的总体情况。
3.0.4 建筑碳中和声明主体应为建筑利益相关方或利益相关方委托
的第三方。
3.0.5 建筑碳中和声明可分为建造阶段碳中和声明、运行阶段碳中
和声明以及全生命期碳中和声明。
3.0.6 当对建筑再次作出碳中和声明时，使用的碳抵销量应不大于
最近一次做出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时的应用量。

4 建筑碳排放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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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建筑碳中和声明标准》介绍3
5 建筑碳中和措施

5.1 一般规定
5.1.2 建筑碳中和措施应优先采用建筑碳减排措施和建筑碳清除措施，当建筑仍有碳排放时，可
采用建筑碳抵销措施进行中和，使建筑达到净零碳排放状态。
5.2 建筑碳减排措施
5.2.1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披露绿色建材的应用情况和建造碳排放强度。
5.2.2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披露重点用能产品设备的能效水平和建筑电气化率。
5.2.3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披露清洁能源应用情况、建筑碳排放强度和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强
度
5.2.4 建筑碳中和声明宜披露储能设施的应用情况和用电负荷调节比例。
5.2.5 建筑碳中和声明宜披露执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达到的等级。
5.3 建筑碳清除措施
5.3.1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披露建筑的绿地率和绿容率。
5.3.2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披露林植绿化的养护与管理措施、制度。
5.3.3 建筑碳中和声明宜披露建筑绿地中本地植物的种植比例。
5.4 建筑碳抵销措施
5.4.1 当建筑碳中和声明主体被纳入碳排放管理时，用于履约的碳配额不应计入建筑碳抵销。
5.4.2 建筑碳中和声明主体应披露购买的碳信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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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建筑碳中和声明标准》介绍3
6 建筑碳中和声明

可用于：
n 项目层级ESG核心指标

的落实和支撑；
n 绿色建筑等可持续建筑

碳排放关联评价指标的
证明；

n 零碳建筑、净零碳建筑、
碳中和建筑申报关键证
明材料。

www.carbon2060.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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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PAS 2080 介绍3
标准关注的重点 非标准关注的重点

管理碳以减少建筑环境中的终身排放，
配合净零碳转型，并认识到平衡气候适
应和循环经济原则的重要性，以带来更
广泛的共同效益。

如何对更广泛的可持续性或环境方面进
行详细的评估。

碳管理过程中的一致性，包括目标设定、
机会识别、评估、数据使用、采购、持
续改进、监测、报告、领导、治理和脱
碳协作。

规定性温室气体（GHG）量化/评估方法
和数据收集，这已经在其他标准/规范
中讨论过。例如ISO 14064、温室气体
协议。

在价值链的控制和影响范围内，构建全
寿命碳减少的一致性。

根据国家规定或方法进行温室气体报告。

增值脱碳：推动与净零碳转变相兼容的
全寿命碳减排。

终身成本管理或关于如何在国家层面管
理脱碳的规范性指导。

在交付项目和/或工作计划时，无论是
在资产、网络或系统层面，展示碳纳入
决策的能力。

组织或企业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
认证。

强调政府、监管机构和金融家在项目和
/或工作计划中实施脱碳方面的重要性。

制定规定的监管或投资者要求和kpi。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中
国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会



3
System：所有以协调方式运作的物理设施和人

际互动的集合与相互连接，以提供特定服务。

Network：作为更广泛系统的一部分，为社会

提供服务的互联资产(建筑和基础设施)的组合。

Asset：建筑或基础设施。

避免：将项目方案与系统的净零保
持一致，并评估资产的基本需求； 
注：这可能包括探索其他方法来满
足需求，而不构建新的资产。

替换：评估替代解决方案，然后采
用通过替代设计方法、材料、操作
等降低全寿命排放的解决方案，同
时降低全寿命性能要求。

改进：识别并采用解决方案和技术
来改善资源/网络的使用和设计寿
命，包括应用循环经济原则来评估
材料/产品在寿命结束后再利用或
再利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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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行业层面的脱碳
轨迹和要求。

领导力、设定目标、优先考虑满
足净零过渡目标的项目管理。

考虑全生命周期、循环影响的净
零结果导向型施工。

积极参与低碳解决方案，推动材
料行业脱碳。

以结果为导向的设计，
考虑整个生命周期的
碳和决策的共同利益。

净零碳经济中
搁浅资产的价
格风险。

提供股权、债务和
金融服务/工具，
以支持净零经济。

优先考虑和加速实
现净零排放的政策
和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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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阶段/Need

需求工作阶段是指资产所有者/经理定义其资产和
网络的需求，以支持系统和项目/工作计划的预期
结果的净零过渡来满足这一需求。其他价值链成员
也参与了这一阶段，并有机会挑战资产所有者/经
理的决定。与系统的净零碳过渡相一致的需要阶段
是避免产生碳的最早和最大的机会。

Ø 表现出明显的领导能力；
Ø 与政府、监管机构、其他资产所有者/管理人员和其他在

系统层面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进行接触，以达成共同的需求
和目标；

Ø 设定大胆的目标和明确的结果；
Ø 尽早参与价值链合作，分享碳排放的机会；
Ø 移除对协作的任何限制；
Ø 定义公司治理；
Ø 拥抱一种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文化；
Ø 鼓励和激励整个价值链中的创新；
Ø 在系统层面评估碳的影响，并确定现有资产的翻新/再利

用/再利用的机会。

选择阶段/Optioneering

在此阶段，资产所有者/经理对资产和/或网络的选
项进行初始范围和评估，然后在详细设计之前选择
首选选项。我们鼓励资产所有者/经理在此时咨询
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

Ø 最大化资产所有者、设计师、施工人员和产品/材料供应
商之间的早期合作机会。需要一种迭代的方法，并且必须
贯穿整个交付阶段；

Ø 定义正确的服务结果，挑战对新资产的需求，并审查进一
步利用/重新利用现有资产的机会；

Ø 清晰地传达期望的服务结果，但允许价值链上如何实现这
些结果的自由，以允许最大的创新空间；

Ø 选择针对终身性能和激励低碳解决方案的采购路线；
Ø 尽早吸引施工人员来评估创新的施工技术和材料；
Ø 尽早吸引产品/材料供应商，展示在概念和设计工作阶段

需要考虑的低碳替代品；
Ø 考虑施工中系统脱碳和全寿命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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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Design

这将涉及到首选选项的详细设计。在这个工作阶段，

应考虑进一步的碳减排机会，并规划相关的施工活动。

Ø 通过低碳材料、更精简的设计方法和智能通信（仪器仪表、

控制和自动化-ICA）系统，优化首选设计方案的资源使用

和能源效率，以提高操作效率；

Ø 价值链成员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早期接触，以影响规范、

采购、采购和许可；

Ø 材料选择过程中对终碳的考虑；

Ø 针对在使用寿命结束时进行拆卸和材料重复使用的设计。

交付阶段/Delivery

这一阶段包括基础设施的采购和实际交付。到这一
阶段结束时，资本碳排放将不再被预测，而是已经
发生。交付阶段提供了转向低碳建筑技术和改善材
料规范和资源使用的机会。

Ø 采用创新的施工技术，以尽量减少浪费和工厂燃料的使用；

Ø 优化能源使用，以减少建设/调试活动中的资本碳排放；

Ø 在施工作业期间尽量减少资源（如水、电、燃料）；

Ø 将竣工碳排放和反馈作为持续改进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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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080 介绍3 R/负责 A/批准 I/被告知 C/被咨询

设计师 建造商 材料/原料供应商

与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
作和参与。

与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
作和参与。

与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
作和参与。

与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
作和参与。

设定符合净零过渡和全寿命脱
碳的设计要求。

在设计开发中进行了全寿命碳
减排，挑战了产生额外全寿命
碳的设计要求，并提供了低碳
的解决方案。

跟踪在需求阶段设定的碳减排
基线/目标，并在获得数据和
设计细节后改进评估。

采用那些发现有改进机会的目
标和挑战。如果尚未设定目标，
则相应地与资产所有者接洽。

尽早与资产所有者/资产经理
接触，协助制定基准/目标。

提供数据（例如，产品的碳因
素），以告知目标，并在必要
时提出改进建议。

在选择阶段定义的报告要求，
并鼓励允许风险和成本管理与
碳管理之间的平行的机制。

使用资产所有者定义的方法，
监测和报告设计方案的终身碳
排放量。定期确定并沟通碳热
点，并鼓励设计团队确定减少
碳的机会。

鼓励价值链成员评估低碳解决
方案，并提供建议。与产品/
材料供应商合作，以确保低碳
产品/材料满足性能要求

鼓励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产
和低碳产品，以及重复利用材
料的选择。考虑未来的适应性
和材料恢复情况。

与资产所有者/资产经理合作，
确保低碳产品/材料满足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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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080 介绍3 R/负责 A/批准 I/被告知 C/被咨询

设计师 建造商 材料/原料供应商

继续优化资产/网络的运营性
能，以尽量减少排放和对自然
资源的使用。

确保在保修期内运行周期的早
期阶段达到运营目标。

遵循早期阶段制定的低碳资产
维护计划。

遵循早期阶段制定的低碳资产
维护计划。

根据目标监控进度，在生命周
期里程碑中报告进度，以检测
资产性能中的任何变化。

适当时，协助资产所有者/经
理与其他价值链成员和利益相
关者参与资产/网络的运营绩
效。

提供收集操作数据的测量方法，
并将收集到的数据分享给资产
所有者和设计者，用于未来的
基线。

开发一个监测系统，捕捉运行
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反馈以改善
基线。

使用从资产所有者收集的数据
来审查设计维护计划、规范、
基准和评估。

将收集的数据（操作和维护）
共享给资产所有者和设计者，
用于将来的基线。

供应商与资产所有者/经理合
作，检查设计期间提供的运营
数据是否真实，以及从其环境
产品声明（epd）、数据表或
类似方面的经验教训。

确定任何维修、更换和翻新的
需要，并考虑在任何冗余资产
退役期间的终身碳减排。

在修复、更换或翻新资产/网
络时，应考虑其他低碳解决方
案。

在修复、更换或翻新资产/网
络时，应考虑其他低碳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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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指导手册的中文翻译工作由
Carbon2060协同创新网络组织
完成，参与的单位有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中
国房地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中
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智能建
筑分会、低碳智慧建筑产业 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科技发展研究院、上海市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一
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
碳科技有限公司、瑞士Freshape
公司。

www.carbon2060.cn 下载全文

建筑碳排放管理标准——PAS 2080 指导手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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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2060协同创新网络3

Carbon 2060

面向2060的城市碳中和协同创新网络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for Urban Carbon Neutral 2060
1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国际共识本地化应用和本地化经验形成国际共识双向
互动促进城乡建设领域相关碳排放计算、碳减排评估以及碳交易规则标准和实践
的高质量发展。
2 以协同创新为核心，构建低碳、零碳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建筑领域的硬
件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场景双重优势，促进创新减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本项目获得中国科协“面向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的机制创新”课题支持

不同场景、对象的适用碳中和技术与产品

城市碳中和协同创新技
术和方案研发

城区

园区、社区

建筑
协同创新产品、实

践案例的推广

科学规范、
协调配套、
安全稳妥，
兼顾发展
与减碳的
动态碳中
和策略

构建标准研
发协调机制

支持建筑领
域低碳人才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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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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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排放管理发展趋势4

国资委

《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质量工作方案》

2022.5.27

北京市发改委

《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

理（ESG）体系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京发改〔2024〕

843号）

2024.6.7

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

告编制指南》

2025.1.7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年）》（沪商外经

〔2024〕30号）

2024.2.28

财政部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基本准则（试行）》

（财会〔2024〕17号）

2024.11.20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促进企业温室气体

信息自愿披露的意见》

（环办气候〔2025〕7号）

2025.2.24

到2030年，企业温室气体信
息自愿披露的通用框架与技
术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形
成与国际接轨、互通互认、
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温室
气体信息自愿披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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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0迈向碳中和
www.carbon2060.cn

郭振伟
1350114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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