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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

公司、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市级机关生活服务管理中心、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瑞声开泰精密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天津市节能中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与生产分公司、
筑友智造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能效测评有

限公司、船舶信息研究中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浙江久

立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鼎重工有限公司、大庆油田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省食品生产安全协会、
宁夏电投银川热电有限公司、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羽顺热能技术设备有限公司、南京

卫岗乳业有限公司、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中裕软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大学能源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志辉、刘斌、李臣、耿丽丽、张永康、鲁亚霜、曲胜利、刘元辉、代俊杰、谭效时、
王薇、毛书彦、董晓玲、饶尧、洪骋远、梁继明、张晨威、何斌、马建国、丁胜、亓亮、张杰伟、贾博浩、王霞、
熊丽莎、陈群、林滔、孟岚、郭旬、郇磊、吴君晔、崔海林、金向华、黄裕中、张尧立、牛欢、连晓东、黄湘琦、
方春香、邓复平、杜思媛、徐鹤桐、翟雅男、唐水平、刘发湘、郭程、李立光、陆凯、张耿彬、顾正、王冉、
孙治发、刘林林、彭树雄、刘鹏、陈锐、魏善宇、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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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背景

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动下,社会各类组织的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如何走好绿色低碳发展

之路,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各类组织正在面对的挑战。
对于组织而言,组织的温室气体(GHG,GreenhouseGas)排放不仅包含自身管理和运行控制之内

的生产/服务过程产生的排放,还包括价值链上不在组织自身管理和运行控制之内的其他活动产生的排

放。实现碳中和,需要对全价值链上排放进行抵消,实现净零排放,这不仅要求组织加强对其运行控制

内生产/服务过程产生排放的管理从而实现减排,而且要推动价值链上其他相关方协同减排,实现价值

链上不在组织管理和运行控制之内的其他活动产生排放的降低,同时还需要采用可再生能源、森林碳汇

的方法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技术实现碳吸收,从而实现碳中和。因此,对于组织而言,实现

碳中和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手段,以实现碳中和为最终目标,通过设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逐步实现

净零排放。

0.2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法

本文件运用系统化的生命周期评价思想,构建了以组织碳排放数据为基础、以节能降碳技术措施为

手段、以实现碳中和为最终目标的管理过程。
渐进式碳中和是本文件提出的组织实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目的是确保能够持续地实现碳中和阶

段性目标和最终实现碳中和。

0.3 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

本文件是以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的管理理念为基础,将以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的管理

理念融入现有组织的实践过程中,有效结合组织的生产/服务过程,降低碳排放量,最终实现碳中和。

PDCA循环如图1所示。
在本文件中,PDCA循环描述如下:
———策划:理解组织所处的环境,建立碳中和管理方针和碳中和管理团队,考虑应对风险和机遇的

措施,实施碳中和评审,建立碳中和基准、目标以及必要的措施计划,并与组织的碳中和方针相

一致,以实现碳中和目标。
———实施:实施运行控制、信息交流,确保人员能力,并在设计和采购设备/服务时充分考虑对组织

碳中和目标实现以及碳中和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影响。
———检查:对碳中和阶段性目标实现情况、碳减排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效果等进行监视、测量、分析、

评价、内部审核及管理评审。
———改进:采取措施对不符合项进行处理,并持续改进碳中和绩效和碳中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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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碳中和管理体系PDCA循环示意图

0.4 与其他管理体系的兼容性

本文件与ISO对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的框架相一致,包括高阶结构(HLS)、核心条款和通用的术

语和定义,从而确保本文件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的高度兼容性。
本文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将其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结合使用。
本文件使用以下助动词:
———“应”(shall)表示要求;
———“宜”(should)表示建议;
———“可、可能、能够”(can)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可以”(may)表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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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碳中和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旨在使组织通过系统的方

法实现碳排放量的降低,逐步实现碳中和目标。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想要实现碳中和的组织,无论其类型、规模、复杂程度、地理位置、组织文化或其

提供的是何种产品和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DB11/T1861—2021 企事业单位碳中和实施指南

ISO14064-1 温室气体 第1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

南(Greenhousegases—Part1:Specificationwithguidanceattheorganizationlevelforquantification
andreportingofgreenhousegasemissionsandremovals)

ISO14064-2 温室气体 第2部分: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

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gases—Part2:Specificationwithguidanceattheprojectlevelforquantifi-
cation,monitoringandreportingofgreenhousegasemissionreductionsorremovalenhancements)

ISO1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 要求和准则(Greenhousegases—Carbonfootprintof
products—Requirementsandguidelinesforquantif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32150、ISO14064-1、ISO14064-2和ISO140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中和 carbonneutrality
在尽可能自身减排的基础上,组织运营和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被组织运营和活动之外的相应

数量的碳信用、碳配额或(和)新建林业项目等产生的碳汇量完全抵消。
注:温室气体核算范围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

(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来源:DB11/T1861—2021,3.1,有修改]

3.2
碳中和管理体系 carbonneutralitymanagementsystem;CNMS
建立碳中和方针、温室气体目标、绩效指标、措施计划和过程,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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