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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支持建筑碳中和实践有序开展，提高建筑碳中和信息披露工作的透明度、

可信度，增强不同建筑碳中和水平的可比性，规范建筑碳中和声明内容，编制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以碳中和为目标所实施的建筑碳排放管理。

1.0.3 建筑碳中和声明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

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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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建筑运行与维护、报废与拆除

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2 建筑碳中和 building carbon neutrality
建筑通过优化设计、建材选用、建筑施工和运行管理，在提高建筑自身节能

降碳能力的情况下，合理应用绿证、碳信用等措施达到碳中和状态，可分为建造

阶段碳中和、运行阶段碳中和以及全生命期碳中和。

2.0.3 建筑碳中和声明 carbon-neutral declaration of building
基于建筑碳排放量化的结果，就建筑计划或实际达到碳中和状态所做的公开

的、正式的陈述，并根据本标准 6.1.2的规定对关键信息进行披露。

2.0.4 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 declaration for promising to carbon-neutral of building
基于建筑碳排放量化的结果，就建筑计划达到碳中和状态所做的公开的、正

式的陈述，并根据本标准 6.1.2的规定对关键信息进行披露。

2.0.5 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 declaration for achieving carbon-neutral of building
基于建筑碳排放量化的结果，就建筑实际达到目标碳中和状态所做的公开的、

正式的陈述，并根据本标准 6.1.2的规定对关键信息进行披露。

2.0.6 建筑碳排放强度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以单位建筑面积表示的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根据建筑温室气体排放计算

和核算时间范围的差异，量纲有 kgCO2e/m2或 kgCO2e/（m2∙a）。

2.0.7 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强度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per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以单位建筑能耗表示的建筑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能够表征建筑用能的脱碳程

度，对于建筑能耗中非电能耗部分需要按照等效电法换算后计入建筑总能耗，量

纲为 kgCO2e/（kW∙h）。

2.0.8 碳信用 carbon credit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照自愿碳减排项目方法学等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

确认减排量化效果后，由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及其授权机构签发的碳减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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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的计量单位为碳信用额，1个碳信用额相当于 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

或碳汇量。

2.0.9 建筑碳减排措施 building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
通过建筑设计、施工组织和改造维护，采用绿色低碳建材、高性能建筑围护

结构、高能效等级建筑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减少建筑碳排放的措施。

2.0.10 建筑碳清除措施 building carbon offset measure
通过景观绿化等方式从大气中移除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的

措施。

2.0.11 建筑碳抵销措施 building carbon offset measure
通过购买绿证、注销碳信用补偿剩余碳排放的措施。

2.0.12 基线日期 baseline date
准备制定建筑碳中和计划，首次量化得出建筑碳排放基线的时间。

2.0.13 碳中和周期 carbon-neutral period
从基线日期或发布碳中和承诺声明的日期至碳中和实现声明日期之间的时

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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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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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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碳排放量化

4.0.1 建筑碳排放量化方法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的管理要求，建筑设计阶段碳排放

量化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要求。

4.0.2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运行阶段碳排放以及全生命期碳排放量化的系统边

界应满足表 4.0.2的要求，建造阶段碳排放包含 A1-A3和 A4-A5，运行阶段碳排

放包含 B1-B7，全生命期碳排放包含 A1-A3、A4-A5、B1-B7、C1-C4。
表 4.0.2 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过程系统边界解释

生命期阶段 解释

建材生产阶

段 A1-A3

原材料提取和加工、二

次材料输入的加工 A1
原材料开采和加工，如果是回收材料，即为二次材

料的加工

运输到制造商处 A2 将原材料运输至建材制造商处

制造 A3 建材（组件、构件）的制造、加工过程

施工建造阶

段 A4-A5

运输至建筑工地 A4 将施工使用的建材从厂家运输至建筑工地

施工 A5 施工过程

使用阶段

B1-B7

使用 B1

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如物质从正

面、屋顶、地板覆盖物和其他表面（内部或外部）

释放到室内空气、土壤或水中的物质。也包括林植

绿化从空气中吸收、固定的物质。

维护 B2
建筑维护过程，如清洁，以及磨损、损坏或退化零

件的维修、更换或修补

修理 B3
通过修理构件的零件以使建筑恢复到可接受的状

态，如修理玻璃破碎的窗户

更换 B4
通过更换整个建筑构件将建筑产品恢复，如更换使

用寿命结束的地毯

翻新 B5
使用寿命期间使建筑恢复到能够发挥其所需功能的

状态，涵盖了建筑物的重要部分或整个部分的维护、

修理和/或更换

运行能源消耗 B6
建筑运行期间设备设施的能源消耗，涉及能源供应

系统。

运行水消耗 B7
建筑运行期间的用水以及考虑到水的生命周期（生

产、运输和废水处理）的相关环境因素和影响

寿命终止阶

段 C1-C4

拆除 C1 建筑解构拆除

运输到废物处理处 C2
运输作为废物处理的废弃物，如运输至回收点，以

及将废物运输至最终处置点

再利用废物处理 C3 处理再利用、再循环的废弃物

废弃物处理 C4 包括物理预处理和处置场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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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建筑碳排放量化过程应符合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要

求。

4.0.4 建筑运行碳排放量化采用的用量数据，在建筑设计阶段可通过能耗模拟分

析获得，模拟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的
有关规定；在建筑运行使用阶段可通过能耗监测或碳排放计量系统获得，能源监

测和碳排放计量系统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
391的有关规定。

4.0.5 建筑碳排放量化采用的碳排放因子应符合表 4.0.5规定的优先顺序要求。

表 4.0.5 碳排放因子选用的优先顺序要求

碳排放因子

类型

优先级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化石燃料 实测值 标准附录 / /

外购电力 实测值 生态环境部文件 / /

外购热力 实测值 地方政府文件 标准附录 /

其他能源 实测值 标准附录 出版物 /

建材 EPD或 CFP 更新的数据库 标准附录 出版物

建材运输 EPD或 CFP 更新的数据库 标准附录 出版物

其他 EPD或 CFP 更新的数据库 标准附录 出版物

注：出版物指有出版号或刊号的书籍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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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建筑碳排放量化在各阶段进行取舍处理时应满足表 4.0.6的要求。

表 4.0.6 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过程取舍原则

生命期阶段 计算说明

建材生产阶

段 A1-A3

原材料提取和加工、二

次材料输入的加工 A1

建材生产阶段针对建筑所用的每一种建材，即每一

种建材都需要 A1-A3过程，当非主要建材数据无法

获取时，可遵循取舍原则舍去，但应进行说明。

量化的碳排放应至少覆盖该阶段碳排放总量的

95%；如果某一种建材的碳排放占比超过了 50%，

则 95%的限额适用于其余建材的碳排放量化；碳排

放占比小于总量 1%的建材可以舍去。

运输到制造商处 A2

制造 A3

建造阶段

A4-A5

运输至建筑工地 A4 建造阶段针对建筑所用的每一种建材、设备的运输

与安装，即每一种建材、设备都需要 A4-A5过程，

当非主要建材、设备的运输和施工活动数据无法获

取时，可遵循取舍原则舍去，但应进行说明。
施工 A5

使用阶段

B1-B7

使用 B1
（1）由于 B1-B5 是建筑使用阶段隐含碳，具有较大

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因此可以将 B1-B5 视为一个

模块。当该模块数据无法获取时，可遵循取舍原则

舍去，但应进行说明。

（2）B7 过程数据无法获取时，可遵循取舍原则舍

去，但应进行说明。

维护 B2
修理 B3
更换 B4
翻新 B5
运行能源消耗 B6
运行水消耗 B7

寿命终止阶

段 C1-C4

拆除 C1
由于 C1、C2、C4 是针对除可再利用、再回収之外

的废弃建材处理过程，因此可以将 C1、C2、C4 视

为一个模块。

运输到废物处理处 C2
再利用废物处理 C3
废弃物处理 C4

4.0.7 建筑碳排放量化的实施人员应具备专业能力，应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种：

1 编写过建筑碳排放量化报告，且编写的报告通过相关审查、评价；

2 参与过绿色建筑、近零能耗建筑、碳中和建筑等标识评价的设计咨询；

3 参与过碳排放核查；

4 参与过与碳排放量化相关的培训并获得证书。

4.0.8 碳排放量化结果可结合建筑信息模型（BIM）建立碳排放管理平台进行可

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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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碳中和措施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碳中和措施包括建筑碳减排措施、建筑碳清除措施、建筑碳抵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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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在建筑场地内安装清洁能源利用设施时，应披露设施的类型、规模、以

及其关键设备的生产厂商和型号等信息；

2 当由建筑场地外企业提供清洁能源时，应披露清洁能源的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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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在建筑场地内安装储能设施时，应披露储能设施的类型，规模，设施或

关键设备的厂商、型号、及关键性能指标；

2 当在建筑场地外租赁储能设施时，应披露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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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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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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符合以下原则：

1 碳信用应真实代表温室气体额外减排量；

2 碳信用的减碳量应有公开可用的文档支持，包括由注册处提供抵销项目、

量化的方法学以及审定和核查程序；

3 开发为碳信用的项目应满足额外性、永久性、无泄露和没有重复计算等准

则要求。

5.4.3 基于声明建筑开发的碳信用不应用于抵销建筑碳排放。

5.4.4 建筑碳抵销实施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被抵销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

2 实际碳抵销的碳排放量；

3 抵销采用的碳信用；

4 碳信用注销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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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碳中和声明

6.1 建筑碳中和声明形式管理

6.1.1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由具备法人资格的主体做出。

6.1.2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包含以下内容，形式见附录 A：

1 建筑基本情况；

2 建筑碳中和的基线日期和基线排放量；

3 建筑碳减排措施、建筑碳清除措施、建筑碳抵销措施；

4 承诺实现或实现碳中和的时间。

6.1.3 建筑碳中和声明应通过公开媒体进行披露，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监督。

6.2 建筑碳中和声明周期管理

6.2.1 建筑碳中和声明的中和周期不应低于连续的 12个月，且不超过连续的 60

个月。

6.2.2 在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到期后，应进行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并可以实现

声明日期作为下一次碳中和周期的基线日期，进行新的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

6.2.3 除第一个建筑碳中和周期外的其余建筑碳中和周期进行碳中和声明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发布碳中和承诺声明宜同时披露上一碳中和周期的碳中和实现声明；

2 发布碳中和实现声明宜同时披露同一碳中和周期的碳中和承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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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碳中和声明

A.0.1 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的格式范本见以下表格。

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

本单位声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计划在 ~ 实

现碳中和，为第 个碳中和周期。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位于：

声明类型：□建造阶段碳中和声明； □运行阶段碳中和声明；

□全声明期碳中和声明。

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建筑碳排放量化结果：

碳排放总量为 tCO2e/a，碳排放强度为 tCO2e/(m2∙a)

建造碳排放强度为 kgCO2/m2（选填）

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为 kgCO2/（kWh）

建筑碳减排措施应用情况：

建筑电气化率为 % 用电负荷调节比例为 %。

建筑碳清除措施应用情况：

绿地率为 %，绿容率为 %。其他方式 tCO2e/a。

建筑碳抵消措施应用情况：

拟采用的碳信用类型： ，拟采购的数量

本单位以上声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完整信息见碳中和声明报告。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声明单位（盖章）：

声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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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的格式范本见以下表格。

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

本单位声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在 ~ 实现

碳中和，为第 个碳中和周期。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位于：

声明类型：□建造阶段碳中和声明； □运行阶段碳中和声明；

□全声明期碳中和声明。

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建筑碳排放量化结果：

碳排放总量为 tCO2e/a，碳排放强度为 tCO2e/(m2∙a)

建造碳排放强度为 kgCO2/m2（选填）

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为 kgCO2/（kWh）

建筑碳减排措施应用情况：

建筑电气化率为 % 用电负荷调节比例为 %。

建筑碳清除措施应用情况：

绿地率为 %，绿容率为 %。其他方式 tCO2e/a。

建筑碳抵消措施应用情况：

采用的碳信用类型： ，采购的数量

碳信用注销时间： ，查询方式

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发布时间： ，查询方式 （可选）

本单位以上声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完整信息见碳中和声明报告。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声明单位（盖章）：

声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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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第三方验证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的格式范本见以下表格。

第三方验证建筑碳中和承诺声明

本单位声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计划在 ~ 实

现碳中和，为第 个碳中和周期。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位于：

声明类型：□建造阶段碳中和声明； □运行阶段碳中和声明；

□全声明期碳中和声明。

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建筑碳排放量化结果：

碳排放总量为 tCO2e/a，碳排放强度为 tCO2e/(m2∙a)

建造碳排放强度为 kgCO2/m2（选填）

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为 kgCO2/（kWh）

建筑碳减排措施应用情况：

建筑电气化率为 % 用电负荷调节比例为 %。

建筑碳清除措施应用情况：

绿地率为 %，绿容率为 %。其他方式 tCO2e/a。

建筑碳抵消措施应用情况：

拟采用的碳信用类型： ，拟采购的数量

特别说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碳中和信息披露报告所有数

据依赖产权方或其委托授权的利益方提供的底层资料和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碳

中和状态需严格按照实施计划执行，产权方或其委托授权的利益方对底层资料

和实施计划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本单位仅对依据底层资料和实施

计划做出的测算结果负责。

完整信息见碳中和声明报告。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声明单位（盖章）：

声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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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第三方验证碳中和实现声明格式范本见以下表格。

第三方验证建筑碳中和实现声明

本单位声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在 ~ 实现

碳中和，为第 个碳中和周期。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位于：

声明类型：□建造阶段碳中和声明； □运行阶段碳中和声明；

□全声明期碳中和声明。

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建筑碳排放量化结果：

碳排放总量为 tCO2e/a，碳排放强度为 tCO2e/(m2∙a)

建造碳排放强度为 kgCO2/m2（选填）

建筑运行单位能耗碳排放为 kgCO2/（kWh）

建筑碳减排措施应用情况：

建筑电气化率为 % 用电负荷调节比例为 %。

建筑碳清除措施应用情况：

绿地率为 %，绿容率为 %。其他方式 tCO2e/a。

建筑碳抵消措施应用情况：

采用的碳信用类型： ，采购的数量

碳信用注销时间： ，查询方式

特别说明， （项目名称）建筑项目碳中和信息披露报告所有数

据依赖产权方或其委托授权的利益方提供的底层资料和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碳

中和状态需严格按照实施计划执行，产权方或其委托授权的利益方对底层资料

和实施计划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本单位仅对依据底层资料和实施

计划做出的测算结果负责。

完整信息见碳中和声明报告。

特此声明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声明单位（盖章）：

声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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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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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 391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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