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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碳中和背景与建筑行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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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中和趋势

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推

动全球减排，100余个国家承诺

2050年实现碳中和，彰显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决心。

p 欧盟、美国等发达地区已制定明

确碳中和路线图，加速能源转型

与产业结构调整，引领全球绿色

低碳发展潮流。

IPCC报告与《巴黎协定》目标

p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强调，全球温

升1.5℃目标需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

和，建筑行业减排是关键，占全球

碳排放近40%。

p 《巴黎协定》设定长期目标，要求

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

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

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

全球碳中和趋势

气候变化风险水平已显著超出安全操作范围，亟需全球共同努力应对。

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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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政策对建筑行业的要求

建筑行业需加快绿色转型，新建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既有建筑加速节

能改造。

推动建筑领域碳减排，鼓励可再生能源

应用，推广装配式建筑，促进建筑与能

源协同降碳。

我国政策要求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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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机制转型

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

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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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碳排放现状

全球范围，2022年建筑物占全球能源需求的 34%，占能源和工艺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7%。

我国现状，2022年全国建筑与建筑业建造碳排放总量为51.3亿tCO2，占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的48.3%。

建筑行业碳排放贯穿全生命周期，包括建材生产运输、施工建造、运营阶段、拆除阶段。

运营阶段碳排放随建筑使用年限增加而累积，是长期减排重点，需综合施策降低各阶段碳排放。

《中国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研究报告》（20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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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痛点

p 数据缺失严重，碳排放数据统计不全，

建材碳含量、施工碳排放等数据难以精

准获取，制约精准碳管理。

p 协同不足，各参与方碳责任不明确，信

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减碳合力，影响

整体碳减排效果。

p 成本矛盾突出，低碳技术与材料成本高，

业主与企业面临成本与效益平衡难题，

制约低碳技术推广。

碳管理的必要性

p 政策合规要求，建筑行业需满足日益严格的碳排

放法规，避免法律风险，碳管理是合规关键。

p ESG投资兴起，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和治

理绩效，碳管理提升企业ESG评级，吸引投资。

p 品牌价值提升，积极碳管理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增强品牌影响力，赢得市场认可。

p 成本优化机遇，长期看，碳管理可降低能源消耗

与运营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建筑企业开展碳管理必要性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中
建
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02 PART 

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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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纳入全生命周期各阶段

持
续

改
进 碳

预
算

目标设定、确定基线

碳管理领导力

监
测

报
告采

购 认证及信息披露

碳管理纳入
管理决策

脱碳行动

碳管理融入各阶段管理决策，通过领导力、目标设定、碳预算评估、开展脱碳行动、监测和持续改进等关键

步骤实现碳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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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需求

方案选择提出需求 规划设计 施工建造 运营维护 拆除

项目业主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运营单位、用户

影响减碳能力变弱

碳管理纳入生命周期各阶段

早期对减少碳足迹的影响能力最大，随着项目推进降碳影响能力逐渐削弱。
各方参与协作，提前参与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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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主导项目规划，明确低碳目标与要求，为项目碳管理

奠定基础，是项目低碳理念发起者。

设计单位负责低碳设计，采用被动式设计、选择低碳材料，

从源头降低建筑碳排放，是关键技术执行者。

01 设计阶段

运营主体承担运营期间能效管理与设备维护，保障建筑高

效运行，降低运营碳排放，是运营碳管理责任主体。

用户行为影响建筑能耗，需引导用户参与节能减排，是运

营碳管理关键影响者。

03 运营阶段

总承包方负责施工组织与管理，采用低碳工艺，控制施工

碳排放，是施工阶段碳管理主体。

供应商提供低碳建材与设备，确保材料质量与碳性能，是

施工碳管理重要参与者。

02 施工阶段

拆除方负责拆除作业，采用环保拆除技术，减少拆除过程

碳排放，是拆除阶段碳管理主体。

回收企业负责材料回收与再利用，实现资源循环，降低建

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是循环利用关键参与者。

04 拆除与再利用阶段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碳管理责任主体

业主明确项目碳目标，为各方提供碳管理指导，承担项目碳管理总体责任，协调各方碳责任落实。

设计方负责设计阶段碳减排，施工方负责施工阶段碳控制，运营方负责运营阶段能效优化，各方协同推进项目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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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碳管理要求-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确保碳管理贯穿全过程

Ø 明确各参与主体减排管理责任；

Ø 把降碳和低碳转型作为项目的核心要求；

Ø 项目需符合所在地区的碳管理目标或政策要求；

Ø 设置碳管理组织架构；

Ø 规定碳排放核算报告的范围、报送周期；

Ø 制定低碳采购机制；

Ø 建立各方参与碳管理的协作机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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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责任主体--设计单位

Ø 建立并实施碳管理流程；

Ø 将全生命周期减排机会纳入项目

设计中；

Ø 制定减排管理组织架构；

Ø 遵守项目业务制定的减排目标；

Ø 项目业主未设置减排目标时，设

定减排目标；

Ø 开展低碳设计；

Ø 向项目业主、施工单位、供应商

等提供减排建议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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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废弃物减量

BIM优化材料用量，通过精确建模与

施工模拟，提前优化材料采购与使用

计划，减少施工废弃物产生。

建立废弃物回收体系，对施工现场废

弃物分类回收再利用，降低废弃物处

理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率。

p 临建低碳化

临时设施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如太

阳能光伏发电，减少临时设施对传统

能源依赖，降低施工阶段碳排放。

优化临时设施建设与拆除方案，减少

临时设施材料使用量与拆除废弃物，

提升临时设施碳效益。

碳管理责任主体-施工单位

p 监测数据

部署物联网电表与柴油流量计实时采

集能耗数据，建立AI用能预警模型，

分区域监测预警用能及碳排放数据。

制定绿色建材采购白名单制度，要

求供应商提供碳足迹，建立建材碳

排放因子数据库等

p 低碳建材采购

Ø 建立并实施碳管理流程；

Ø 制定减排管理组织架构；

Ø 遵守项目业务制定的减排目标；

Ø 项目业主未设置减排目标时，

设定减排目标；

Ø 采用符合要求的方法评估建筑

工程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Ø 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Ø 最大限度回收利用资源；

Ø 创新施工技术、材料和产品使

用；

Ø 低碳采购；

Ø 向项目业主、设计单位、供应

商等提供减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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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责任主体-供应商

Ø 建立并实施碳管理流程；

Ø 制定减排管理组织架构；

Ø 开发低碳材料、低碳产品；

Ø 向价值链相关方披露产品/材料碳排放数据；

Ø 开展产品碳足迹方面的行动；

Ø 向项目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提供减

排建议；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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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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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解决方案

设定目标

改进措施

制定全生命周期碳目标、碳基线

低碳零碳设计
低碳施工技术

（依托中建碳智库联盟单位）

低碳供应链
综合能源管理服务

碳管理能力建设能力建设

碳排放核算报告及披露定期核算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运营阶段

近零能耗建筑、零碳建筑测评低碳认证

节能
降碳
+
降本
增效
+
低碳
品牌

全生命周期视角：覆盖设计、施工、运营等各阶段，精准定位减排重点，形成闭环管理，实现全过程减碳。
系统性降碳路径：通过管理优化、技术降碳、碳金融等多措并举，构建全方位降碳体系。
全方位价值共生：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提升综合价值。

碳价值实现 碳资产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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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分析需求及现实可行性进行综合判断

制定明确的碳目标和碳基线是实现碳管理的首要步骤，有助于明确减排方向和目标，确保碳管理策略的有效实施。
通过数据分析和行业标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碳目标和碳基线，为后续的碳管理活动提供依据。

对于集团推进碳中和进程至关重要

自上而下：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拆解，对关键因素进行

分阶段的目标拆解。

外部对标同类型项目或其他企业同类项目
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
设置年份
目标选取维度
目标内涵、贡献度
目标覆盖范围
市场认可程度
······

自下而上：综合考虑各阶段技术进行及可行性措施；结合国

家发展要求，同步企业发展规划，符合企业真实投入产出。

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全生命周期碳基线确定

自上而下：采用行业平均水平数据进行测算。
项目碳排放=同类项目碳排放强度*工程量
优势：基于中建集团数据，掌握每类项目碳排放强度。

自下而上：根据项目实际进行分阶段的测算。
项目碳排放=范围1+范围2+范围3
基于项目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测算，可更精准识别高碳排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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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随着项目进入施工、运营阶段，需定期开展碳排放精细化核算，以评估是否满足目标及基线要求。

核算依据

p ISO14064-1:2018《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的量化和报告指

南性规范》

p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

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编制

p 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

p 其他标准指南等

核算范围：范围1、范围2和范围3（供应链）

确定核算边界 识别碳排放源 数据收集及审核 排放量计算 不确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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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低碳零碳规划，最大程度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以目标为导向

以碳排测算为依据

以零碳技术为措施

目标

如：多能互补示范 如：零碳建筑 如：零碳基础设施

依据

建立碳排放体系及设立边界 量化排放 碳中和方式

措施

开源 节流 碳汇

确
保
目
标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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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低碳供应链

建
材
碳
足
迹

碳足迹评价依据

Ø 《PAS2050:2011  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规范》

Ø 《产品生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GHG Protocol)

Ø 《ISO14067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的要求和指南》

Ø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24067-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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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水

电

热气

冷 客户
价值

地源热泵

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热

储能系统（蓄冷、热、电）

资源综合利用（垃圾）

水处理（回收及处理）

水源热泵

燃气分布式

市政电力

市政燃气

市政给水

市政热力

地热能

污水废热能

太阳能

绿色电力

空气能

空气源热泵

智慧能源综合管控平台

常规电制冷 金融
服务

零
碳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虚拟
电网

能源
交易

客服
服务

智能
运维

智能
微网

能源
管理

投资
建设

常
规
能
源

可
再
生
能
源

服
务
内
容

综
合
能
源
管
理
实
施
路
径

综合能源是通过构建涵盖电、热、冷、气、水等各类能源的综合能源供应体系，并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以智能、高效、清洁、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能源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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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测评认证

依据《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测评标准》等标准，对单栋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的建筑能
耗水平进行测评，是否达到L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产能建筑相关节能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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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是自愿减排的重点方向之一。
包含的活动：在建筑业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效提升、
燃料/原料替换、销毁温室气体、替代强效温室气体、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等减排技术和措施。

全生命周期碳管理综合解决方案

减排项目开发

适用条件（定义）

边界

基准线情景

额外性论证

减排量计算

事先确定的参数

监测方法学（一般监测规
则、监测参数）

辅助工具、附件

方法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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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PART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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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创 新

设计阶段--零碳设计

Ø 实现柔性可变建筑，建筑全系统循环再生，探索建筑储能+
主动+被动+高效协同系统，打造以小建筑为场景，带动低
碳产品孵化新模式。

Ø 获评住建部“中国-瑞士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Ø 通过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零能耗建筑”测评 ;
Ø 获批2024年“江苏省绿色发展专项资金”。

Ø 打造中建首个零能耗（ZEB）建筑，具有持续实验价值；
Ø 解决建筑能源自给自足难点问题；
Ø 创造建筑废弃物循环利用典型。

项 目 成 果

项 目 意 义

泰兴市开发区自来水厂综合楼首个ZEB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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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

碳排放核算

冬至日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图

建筑热量得失平衡图

气候分析
27

• 形式审查

• 技术预审

• 专家审查会

• 评审结果报送

• 资料抽检

一站式服务类型

• 北京经开区，建筑面积 2593.34㎡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建筑面积为 2120 ㎡

服务面积

•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楼近零能耗建筑评价项目
• 西夏热电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近零能

耗评价项目

已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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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建筑

已服务项目

效
果
图

 

冷热源一体机室外机

全电厨房屋顶光伏布置效果图                   雨水收集系统图

磁悬浮飞轮储能装置

Ø 越秀南沙湾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D6# 零碳建筑测评

Ø 深湾玖序花园配建幼儿园零碳建筑测评

Ø 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沙河供电所零碳建筑
测评

一站式服务类型

Ø 形式审查

Ø 技术预审

Ø 专家审查会

Ø 评审结果报送

Ø 资料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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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碳科技有限公司

汇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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